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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深入，四川作為中西

部省份的領頭羊，一直致力強化內部環境，提升

開放的質量。成都市溫江區為加快促進轄區城鄉

統籌步伐，為大開放營造良好的氛圍，自2007年

起探索實踐轄區內新型村級治理機制。三年多

來，頗見成效，如今的溫江區以「生態田園、宜

居宜業」聞名全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琳
特約記者張建勳、孫躍東、張荔

今年春節前，溫江區金馬鎮魚鳧家苑社區出了一
件新鮮事，社區裡建起了個「農民會所」。

在農民集中居住區建「會所」？記者還是第一次聽
說。以前，社區內哪家有了「紅白喜事」，就在社區
內隨便找個寬敞的地方，搭個篷子，擺幾張桌子，搞
個幾天幾夜，鬧得小區內不得安寧。「會所」建立
後，現在每周平均有兩場宴席要辦，不但方便了群眾
辦「紅白喜事」，也不會影響社區環境衛生和群眾正
常生活，又可確保群宴的食品衛生安全。這個「會所」
是金馬鎮魚鳧家苑社區通過充分徵求群眾意見、黨組
織審查、議事會議定等程序確定建立的。像這類社區
內的重大事項的確定，議事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進一步推動新農村建設
村民議事會正是溫江區探索農村新型村級治理機制

的產物，是溫江農村新型村級治理機制中的核心的部
分。所謂新型村級治理機制，就是發揮黨組織的領導
核心作用，規範村社區治理，將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相
關事務的決策權真正交給群眾，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
主動性，融洽幹群關係，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以此為目的，溫江區作為四川的先行區縣，自
2007年開始試點，經過3年多的努力，探索出以村
（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村民自治組織、集體經濟
組織、村（社區）工作服務站、民間社會組織「四駕
馬車」並駕齊驅的新型村級治理機制。
據溫江區委組織部副部長四郎汪修介紹，村（社區）

黨組織一改往日「大包大攬」的工作方式，將工作重
心轉至強化引導、服務群眾和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
等方面。將黨組織由決定事宜、參與執行的全能型職
能轉變為引導方向、把握原則的核心型職能。簡而言

之，在新型村級治理機制中，決議和執行的職能已被
全面賦予村民，由村民自治組織代為履行。
在新的機制下，村民自治組織則主要由村民民主選

舉產生的村民議事會、村（居）委會、村民監督委員
會構成。村民議事會對相關事宜進行審議，並將結果
面向全村（社區）進行公示。公示通過後，由村（居）
民委員會負責執行。村民監督委員會則對議事會相關
程序、審議結果及執行過程等進行全面監督，以保障
每位村民民主權利得以真正的實現。
村級治理機制試點一開始就得到了溫江全區農民的

高度關注，他們積極支持，並及時參與。早在2009年
8月底，溫江區106個村（社區）已全部完成村（居）
民議事會組建工作。2009年12月底，按照成都市委組
織部統一要求，該區1315個村（居）民小組全部建立
村（居民）小組議事會。截止目前，當地共有村（居）
民議事會成員2272人、村（居）民小組議事會成員
5279人。

「自己做主」的村民議事會
永寧鎮原隆興場（現城武）社區居民議事會於2009

年3月，經全體居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成立，其成員
主要由社區居民代表、外來人員代表、轄區單位代表
各方人士組成，同時成立了社區監督委員會。通過議
事會決策、居委會執行、監督委員會監督的工作流
程，不斷完善社區建設工作機制。社區的各項公共服
務建設事項都通過民意調查、民主提議、民主商議、
民主決策的程序進行。
據介紹，該社區廣場建設初期時，社區把建設方案

通過民意徵求會的形式向群眾公示。群眾反響積極，
提出意見建議20多條，最終獲得通過。在廣場具體建
設中，由於從建設方案、選址、到招投標都有議事會
和監督委員會成員全程參與、全過程公示，再也聽不
見群眾懷疑的聲音。
現在，凡是初次到永寧鎮的人，都會被永寧城武社

區廣場吸引，廣場劃分成不同功能區，適合各種年齡
層次的人在廣場休閒、開展活動。廣場周邊裝點有川
西風格的景觀雕塑，還有各種健身器材，它不僅大
氣、現代，而且還成為永寧人引以自豪的一個標誌性
建築。
漂亮的廣場建起了，社區群眾有了休閒活動的陣

地，但緊接 又出現了新問題。
社區先後投資100多萬元打造了社區公共文化服務

平台，聘請了一名專職人員負責管理維護，還有3名
社區幹部兼職參與相關工作，本以為會受到社區居民
的歡迎，沒想到的是卻遭到了「冷遇」。
「我們後來發現問題出在了沒有充分了解群眾的真

實意願上，群眾對社區安排的文化活動根本不感興
趣。」永寧鎮基層治理科科長張冬就如何開展群眾文
化活動為例向記者介紹情況時講道。
為此，他們向群眾反覆徵求意見，把怎樣開展社區

公共文化服務拿到議事會上，經過議事會成員三易其
稿，最終確定充分利用城武廣場及其配套設施，將社
區公共文化服務工作委託交給有經驗、有能力的溫江
區橋樑文化藝術學校運營。周一至周五，學校按照社
區活動中心居民需求安排至少3名老師進行舞蹈、書
法、繪畫、上網、樂器等免費的專業指導。周六和周
日則依托活動中心平台開設相關經營性項目，並以此
彌補專業指導老師的收入。這種模式不但減少了政府
在社區公共服務上的投入，同時也充分發揮了社區公
共文化服務平台的作用。
永寧有機整合村（社區）、社會中介機構及政府職

能部門的延伸服務資源，依托活動中心建立工作服務
站，負責集中居住區的日常管理服務。村社區、兩委
由「代民做主」成功轉型「讓民做主」。
按照社區各項事務經由議事會議事的模式，2010年

度，在確定公共服務配套項目建設內容時，由群眾工
作信息員收集意見100多條，經分類匯總後交予社區
議事會進行逐項表決，確定了急需解決的7項具體項
目，再經公示無異議後，由居委會具體實施。
僅在永寧的城武社區，他們打造了以政務服務為主

的「便民服務中心」、以企業服務為主的「生活服務
中心」和以自我服務為主的「社團服務中心」，積極
構建以社團建設為主體的公民社會，推進基層民主進
程。同時，構建了「民主化決策、社會化管理、市場
化運作」的管理運行機制，一改過去政府自上而下為
民安排公共服務，轉到按群眾需求什麼就提供什麼。
現在，城武社區已成功引入公共服務社團組織11個，
為標準化主題社區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膽嘗試跨村聯合議事
2010年初春的傍晚，剛剛安裝好的路燈將四川溫江

區尚石路照得亮亮堂堂。63歲的羅德明家住永盛鎮尚
合石路畔，活了大半輩子的他沒有想到一條黑了好多
年的路竟然因為「跨村聯合議事」而亮堂了起來。羅

大爺動情地告訴記者，「受益的肯定不止我們尚合社
區，公路兩邊還有4個社區的人都方便了。」
羅大爺所說的「跨村聯合議事」是永盛鎮為適應新

的情況創造出的又一種新的議事方式。
隨 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不斷成熟，溫江區內各個

行政村（社區）的村（居）民議事會也逐漸發揮作
用，成為村民自治在新時期的一種有力表現。但隨
實踐的深入，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當相關
事宜涉及多個行政村（社區），牽一髮動全身，單個
的村民議事會也就無法執行。2009年，為有效解決轄
區內居民議事會提出的共性問題或重大事項，永盛鎮
積極整合各社區議事資源，率先探索了建立跨村聯合
議事工作機制。
由鎮政府分管領導和相關科室負責人及各社區議事

會召集人和2至3名議事會成員代表組成聯合議事小
組，及時收集整理涉及多個社區的共性問題，組織召
開跨村聯合議事會議，並邀請區級相關職能部門科室
負責人、村（社區）法律助理、部分社區監督委員會
成員等列席會議。會議召集人將各社區議事中帶有共
性的問題提交聯合議事會議討論議決，做到統籌資
源、統籌推進，努力實現「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在跨村聯合議事的努力下，困擾尚合社區及周邊4

個社區多年的問題迎刃而解。「路燈修到我們社區，
我代銷店晚上的生意都要好得多」。63歲的羅德明大
爺告訴記者，幾個社區的村民議事會都派出代表組成
聯合議事小組，組織召開聯合議事會，這些單靠一個
社區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就都不復存在了。
永盛鎮通過跨村聯合議事，把單個村（社區）無法

獨立解決的問題進行決策聯議、資金聯用、項目聯
建、效果聯監，初步實現了社區從「小治理」到區域
「大治理」的轉變。

在溫江的新型社區，由於居住人員的複雜性，群
眾利益訴求的多元化，基於社區自主管理能

力、專業化水平、工作標準、效果、質量與居民的期
望有較大差距，政府社會管理與居民自治之間出現斷
檔等現狀。為此，柳城街道在建立村（居）民治理機
制中，對轄區15個社區推行成立「柳城街道駐社區公
共服務與社會管理事務所」，通過「政府服務」+「市
場服務」模式，為居民提供高效、專業的公共服務和
社會管理。
柳城街道位於溫江的中心城區，轄區生活居民達28

萬人，今年春節前，在柳城街道最大的農民集中安置
區的新華社區，出現了個全新的牌子——柳城街道駐
新華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事務所。
住在柳城街道新華社區的農民宋林富說，自己雖然

「洗腳」住進了漂亮樓房，但光禿禿的小區環境不上
檔次，環境綠化差，住起不安逸，沒有花園溫江的感
覺。不光是老宋，九成的小區居民都有加強小區綠化
的要求。
去年5月，社區群眾意見拿上議事會並全票通過，

將綠化委託給新成立的事務所實施。事務所聘請造價
師、工程師制定方案，監督施工。一番努力，小區綠
化率一下子達到了40%。小區還安置了門禁、監控設
施⋯⋯以前城裡人懶得光顧的安置區也洋盤起來，就
連房價都在2年翻了近一番，來打聽的城裡人一撥接
一撥。
像這樣的事務所，柳城街道有15個，人員由社區部

分原有人員、街辦工作人員、市場招聘專業技術人員

與社會專業服務機構組成。事務所下設文體活動部、
群眾事務部、社會組織服務部等，由四五名社區幹
部、議事或監事會成員組成，並未增加編制，而且實
行市場化經營。除部分由公共服務專項資金解決外，
街道每年還要花近千萬元購買公共服務反哺群眾，實
現了「權責明晰、專業分工、運行有力，原則上黨組
織不進行直接干涉，自治組織不直接參與，事務所相
對獨立運行，確保提供公平、專業的公共服務」。
據街道黨工委書記何西科介紹，事務所在街道統一

領導下，社區黨組織、居民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
各司其職、責權清晰，朝專一化方向縱深發展，也把
黨組織、居民自治組織從行政管理、公共服務、社會
管理雜而不專、疲於應付的慌亂中解脫出來，建立健
全專業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模式。通過扶持發展非
營利社會服務機構、健全政府與社會組織溝通、協
調機制，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以及全
面社會管理專業化、規範化水平。這是城市社區建
設從實際出發的必然趨勢和選擇。在基層黨組織、
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如此明確地引入服
務管理組織、落實經費的做法，在成都市乃至全省
可能都屬首創。

集中居住區居民的新生活
隨 統籌城鄉發展進程中經濟和社會形態的變化，

農民由原來散居狀態轉移到集中居住區，而這樣的集
中居住區往往是由原來的多個建制村（社區）組合形
成的，出現了一個個新型社區，這又給農村村級治理

帶來了新的課題。
「讓農民從散居狀態走到一起，以前村級組織架構

全打亂了，為了使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出現管理真空，
我們的確想了很多辦法。」溫江區委組織部的同志向
我們介紹情況時，深有感觸地說：「在治理初期，尚
沒有明晰的路徑可循，我們經過摸索實踐，打破原來
以村（居）民小組設黨組織的傳統模式，根據產業發
展、項目建設和群眾集中居住實際，採取合併村組、
村村聯建等方式優化組織設置，形成社區黨委（黨總
支）——經濟社會組織、居民區黨總支（黨支部）—
樓幢黨支部（黨小組）組織構架。總的方向和原則是
堅持了『黨建先行』的思路和模式，以黨組織和黨員
的率先融合帶動居民的全面融合。」
2010年10月，由來自7個行政社區上萬名居民入住

的瑞泉馨城正式成為溫江區湧泉街道真正意義上的行
政社區。這個憑借黨組織凝聚、社區聯合議事機制平
衡各方的農民集中居住區終於變成了居民傳統的
「家」。

當瑞泉馨城的居民剛剛入住時，他們普遍缺失歸屬
感和認同感。由於居民來自不同的社區，隸屬不同的
行政村，很多關乎民生的事宜和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
決。針對這一問題，湧泉街道黨工委堅持以黨組織和

黨員的率先融合來帶動居民的全面融合。湧泉街道先
期將分佈在7個社區內的112名黨員的組織關係，轉入
瑞泉馨城各院落黨支部，並成立瑞泉馨城黨委。隨後
在社區廣場，以「公推直選」的方式產生了瑞泉馨城
的黨委領導班子，得到了廣大居民的充分認可。
在黨委的領導下，瑞泉馨城成立了聯合議事會、管

委會、監督委員會和業主委員會四大機構，四者相互
制約、相互促進、聯動發展。其中聯合議事會成為了
上萬瑞泉馨城居民的主心骨，社區內的公共服務和社
會管理項目有序發展。並建立了瑞泉馨城生活服務中
心，通過「24365」熱線電話第一時間受理、梳理、
分派、解決居民的燃眉之急。
瑞泉馨城社區書記周鮮明向我們介紹情況時，充滿

信心地對我們說：「下一步，我們還將整合社區資
源，利用社區居民閒置房屋，打造家庭賓館，拓展群
眾的增收渠道。同時，構建數字化小區，為社區居民
提供更豐富的便民服務，讓進城農民過上更加幸福的
新生活。」
溫江農村新型社會管理模式的不斷成熟和深入實

踐，為創新社會建設和管理打下了堅實基礎，隨 城
鄉統籌步入深水區，溫江的社會管理新實踐將更加
豐富⋯⋯

社區有了「保姆式」的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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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鄉統籌助推大開放

■社區居民的壩壩舞 ■社區服務站 ■社區公共服務廳

■社區衛生
服務中心

■溫江惠民
社區新環境

■溫江農村新型社區

■社區老人
的晚年生活

■社區新市場

■居民領到社保卡

積極探索農村新型社會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