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浮市雲安縣石城鎮橫洞村，是一個宛如
現代桃花源的所在。群山環繞、藍天碧

水，在 蘢的綠色掩映下，一棟棟外觀簡潔的
民居建設有序，灰牆黛瓦點綴在綠樹紅花
間，彷彿一幅淡雅的水彩畫。
這個雲浮農村綜合改革的名村示範村，共

有113戶，733人，超過半數的村民在外經商
或打工，2011年的人均收入達到了11,000
元，位居雲安縣前列。橫洞村村長、村民理
事會會長張秀泉告訴本報記者，2011年是他擔
任兩任村長以來村莊面貌變化最大的一年：不
僅建成了一棟6層的「農民公寓」，修好了破爛
不堪的村主幹道，還解決了垃圾分類、人畜分
離等困擾已久的難題。而帶來這一系列變化的，
是橫洞村民去年自發成立的全新自治組織——橫
洞村民理事會。

矛盾先從基層解
2011年4月23日，橫洞村模仿古時農村社會中傳統

的「鄉紳制度」，成立了村民理事會。11名在村中有威
望有能力的退休幹部、復退軍人、外出鄉賢、退休教師等
被村民推選為理事。理事會距今只成立了一年多，就已完成了
村民關注的十件民生大事，包括向上級爭取10個以上「以獎代
補」項目建設，完成環境綜合整治工程等。
張秀泉說，過去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有不少公共設施

建設和舊房拆遷等工作，如果是由政府和村民直接對話，
容易形成對立矛盾。但是如果是由村民理事會出面溝通，
就會起到「潤滑」和「疏導」的作用。他指 一條寬敞的
水泥路對記者舉例說：「當時修這路時要拆掉兩個豬舍，
如果是政府出面的話，就變成了『拆遷』，所以做了一年
多工作都談不好。理事會成立後，由理事們去溝通。村民
認可自己推選出來的代表，覺得他們是站在一起的，事情
很快就搞掂了。」
雲浮市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曹文告訴記者，橫洞村村民
理事會本 「民事民辦、民事民治」的原則，對村內重

大事項決策實行「一事一議」和「三議三公開」
（理事會提議、理事走訪商議、戶代表開會決
議，議案決議公開、實施過程公開、辦事結果公

佈）。理事會制度的建立後，橫洞村2011年刑事治安案件為
零，矛盾糾紛為零，非正常上訪為零，賭博吸毒為零。
目前，石城鎮已經建立起了鎮、行政村和自然村的三級

理事會體系，各級理事會負責各自區域內的公共事務協商，
一事一議，協商結果以議案形式反映給各級行政單位。群眾的
意見得以充分表達，也為矛盾衝突提供了緩衝地帶。

橫洞模式受肯定
去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親自到

橫洞村考察，充分肯定了雲安縣在推進基層社會管理方面
的積極探索，要求橫洞村要繼續調動鄉賢積極性，不斷總
結、完善和鞏固理事會制度。在橫洞村的示範效應下，雲
浮全市共組建了三級理事會1337個，其中村民理事會1162
個。這個農村自治新模式，讓村民萌生了主動參與新農村
建設的熱情，上千昔日落後的村莊換了新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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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雲浮這個名字在中國改革史

上幾不可聞，這個廣東最年輕的地級

市，是經濟總量在廣東較為靠後的山

區市。但是，經濟從來不是衡量一個

地區發展質量和發展後勁的唯一因

素。在「社會管理」成為大熱詞彙的

2012年，雲浮市作為國家級農村改革

發展試驗區，由首創的村民、社區、

鄉民「三級理事會」制度穩步推進，

搭建起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溝通橋樑，

為廣大欠發達地區進行社會管理創

新、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可資研

究的樣本，本報記者實地走訪雲浮新

農村示範村橫洞村，見證其在中國改

革的進程中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藺廣凱、李叢書、畢曄

聽說本報記者要到橫洞村採訪，橫洞村村民理事
會在外經商的幾位理事紛紛驅車回村。當被問及村
民理事會成立至今開展工作遇到的問題時，理事之
一張水金坦誠地告訴記者：「萬事開頭難。」

冷淡無阻辦實事
張水金在佛山經營石材生意，早年間賺了錢，很

想為村裡辦點事情，但是總怕人非議他「多管閒
事」。村民理事會的成立，為他這種有力無權的人提
供了平台。然而，當時他和理事會的另外十位鄉賢
滿懷熱情，鄉親們對此反應卻出乎意料的平淡。
於是，理事會成員們在村民的冷淡觀望中開始了

他們承諾的「十件實事」。要改善公共設施建設，錢
從何來？理事會沒有一分啟動資金，卻不急於向群

眾伸手，而是採取先幹事後集資的辦法來取得群眾
的擁護和支持。到目前為止，在政府「以獎代補」
制度的帶動下，沒有任何收入的橫洞村理事會自籌
的資金已經超過600萬元，且這些錢已經全部投入到
了橫洞村的建設中。
村莊面貌的逐漸煥發 前所未有的光彩，張水金

也說不上是什麼時候村民對他們的態度開始悄然轉
變，連村長、理事會會長張秀泉也覺得自己的工作
開始「前所未有的好做了」。

八旬嫗讚功勞大
記者走訪時，年逾八旬的

張婆婆正在田間樹下納涼，
和鄰里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話
家常。說起村裡的巨大變
化，她樂呵呵地告訴記者，
這一年多來，村裡變得越來
越靚：「沒想到那麼老了還
能看到這樣的變化，每天在
村裡走走看看都很高興。」
同時，她也指 記者身後的
理事們說：「他們很辛苦很
奔波，是真心為條村（辦了很多事），功勞很大。」
在田間勞作的張姨(見圖)接受採訪時亦深有感觸地

說：「理事們辦事的心很誠，不要報酬、不怕辛
苦，處處替我們 想，是我們貼心自己人。」

從被懷疑到被擁護
理事：萬事開頭難

對於雲浮這一成功社會管理

模式的推廣與借鑒，中山大學

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蔡立輝表示，「所有改革都必

須以人為本。雲浮在推進基層

管理改革時，眼光緊盯基層群

眾，填補以往農村管理的真

空，真正做到了造福群眾，所

以也就得到了群眾的真心認同。」

雲浮在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中亮點紛

呈，但是也面臨 不小的問題。雲浮市

新興縣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曹文告訴記

者，第一，雲浮屬於欠發達地區，很多

村莊已經「空心化」或「老齡化」，沒有

改革的牽頭人，就算理事會的成立能吸

納外出務工人員，但遠水解不了近渴；

第二，不是每個村莊都有財力和有為村

莊出力意識的鄉賢，政府財力也有限，

「有些村莊改革模式學去了，卻始終沒能

力為村民解決實際問題」；第三，有些

鎮「大部制」改革完成了，但是卻找不

到上級主管單位，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

市、縣一級政府。

體系質量待提高
對於改革中面臨的挑戰，雲安縣委書

記黃澤寰說，當前農村綜合改革的一系

列架構已經完成，接下來的重點是怎樣

提高這個體系的運行質量。

他表示，為了提高新的體系的運行質

量，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將 力於提高

公共服務水平，將更多農村的公共事務

納入預算，例如提高大病救助、五保戶

補助、加大飲水、村道和學校的建設投

入等。「只要方向是對的，就應該堅持

下去，不能半途而廢。」

改革智慧須激發
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張樂柱

教授表示，雲浮下一步的改革，應更

重於在體制和機制上，怎樣去深化與細

化，怎樣將好的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在

推進改革實踐的過程中，更加注重體制、

機制的創新，通過諸如制訂政績考核體

制、財政分享機制等等一系列的體制機

制創新，來保障改革理念的實現，成果

的鞏固。「雲浮模式的繼續推進，需要

做好更高層次的上層設計。改對了的堅

持方向，改錯了消除問題擴大優勢，多

搞改革試驗，同時還要注意激發基層改革

智慧和民間的首創精神，充分發揮地方改

革的積極性和創新性。」

未來挑戰仍多 改革應更深化細化

雲浮新興縣六祖鎮龍山塘村是位於雲浮
市新興縣六祖鎮東南面的一個清新秀麗的
村莊，相傳村後的「藏佛坑」是六祖慧能
圓寂之所。在這裡，有阡陌縱橫的甜玉米
示範基地和鱗次櫛比的別墅群，自然風光
與禪宗文化完美的融合，常常讓來訪者讚
不絕口。
發現優勢而有為。龍山塘村委沉下心來

規劃村子的未來，借助「藏佛坑」這個天
賜的文化遺跡，村裡蘇氏宗祠、張氏宗祠
等歷史建築，和優美的山水田園和生態環
境等獨特優勢，為雲浮農村綜合改革再添
亮點。

禪宗旅遊為村增收
目前，龍山塘村還在大力開發「藏佛坑」

景區的資源，整合村內的舊村落，大力開
發禪宗旅遊，並成功引進和健投資集團有
限公司進行旅遊開發，未來共計投入12億
元，以弘揚禪宗文化為核心，全力開發建
設藏佛坑文化旅遊度假景區。該項目已於
今年4月9日正式動工建設，建設期預計約5
年，該項目產生效益後，每年可為村集體
增收100多萬元。
此外，龍山塘還圍繞農禪並重的主題，

對現有舊房進行改造，建設成獨具特色的
農家禪院、農家客棧，增加農民收入。村
民群眾對此非常擁護並達成出租意向，已
有51戶簽訂契約。

發掘獨特優勢
開發農村經濟

實
效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養育之恩、三生難報」這
些中國倫理規範，是雲浮新興縣龍山塘村隨時可見的日常
行為。新興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曹建標告訴記者，為確保
「大小事不出村」，龍山塘充分發揮輿論、村規民約等民間
法的作用，並由村中幾個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成立一支矛
盾糾紛調解隊，負責調解村內問題。
另外，堅持沿襲「老規矩」、「民間法」，突出村民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重點，讓村民理事會參與村
中事務的建設與管理。同時建立了陽光村務、村民議事
會、老年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將村中建設的決策權和管
理權交到村民手中。

村內問題 耆英調解

■橫洞村村民理事會成員一年多來為村民辦了逾十

件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攝

■龍山塘村旅遊景區帶動當地經濟。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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