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张长桌、两张长櫈，桌上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
上面一把大伞，所有的家什全在这裡。佈置停当之后，
王国杰的「摊档」就等着「开张」了。

王国杰大街上摆摊，不是卖东西。其以「服务下移」
为特征的种种努力，经由发现、总结和完善，正在成为
贵州各地逐渐推广的「善治」之一。                                                 

香港文汇报记者 虎静 丫他报道

王国杰的 12 月 19 日
王国杰的身份是册亨县丫他镇

党委书记，今天他的「伙计」有
两个，一个是副镇长岑廷飞，另
一个也是副镇长，名叫刘燕。

19 日，巴金赶场。后天就是冬
至，集市上几家餐馆门口，几口
大铁锅架在柴火上，羊肉正在沸
腾——当地历来就有吃羊肉的习
俗，冬至尤甚。

8 点半左右，王国杰三人在集
市旁的便民利民服务中心会合。
摊档对面，竖着一块红底铁牌，
喷绘了「集中办公日群众接待处」
几个白色大字。

参加当天接待的一名村干部很

快也到了。在时时随风飘散的羊
肉清香裡，他们先后接待了五拨
来访群众。

巧洞村二组村民赵斌就是其中
之一，他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赶
到了集市。这位搞养殖的农民今
天要办两件事：除了在集市上採

购用於专治黑山羊痢疾的痢特灵
外，他还打算到书记的「地摊」上，
諮询养羊有无补贴。  

去年 4 月起，赵斌家饲养了 73
只山羊，不知政府能否给予一些
补助。此外，他今年还想饲养大
耳羊，他也想知道，养大耳羊有
无补贴。

王国杰此前在县畜牧局工作

过，赵斌的问题，正好在王国杰
熟悉的范围。他当即给予答覆：「先
养的那 73 只，现在就没有补助；
如果想再饲养大耳羊，县草地畜
牧中心会有相关扶持政策。」

最终，由於反映的问题，涉及
到职能部门——乡镇农推站，而
今天没有安排乡镇农推站人员在
场，王国杰没有草率了事，还是
将赵斌的问题，填写在电脑上的
一份接待登记簿上，包括来访人
姓名、来访事由，电话号码，等等。

在赵斌准备离开的时候，王国
杰还不忘对他说，「你反映的问题，
我们会落实到相关部门，下一个
赶场天答覆你。」

初略盘点，12 月 19 日，包括
赵斌的事，王国杰他们共接待了
五拨来访。另外四件是：

 一、板其村村民杨光权反映，
自己有严重的肾结石，在广西百
色看病花去的费用，在镇裡能不
能报销。

二、洛省村纳岩组村民黄启德
反映，自己的房屋破损严重，请
求政府给危房改造的指标。

三、巧洞村村民杨文学原来是
村裡的会计，2003 年已经离职，
他听说有村干部离职补贴，但至
今一分未得，请求政府发放。

四、巧洞村村民潘启美反映，
家中大哥去世多年，留下两个孩
子跟爷爷同住，生活困难，希望
得到政府补助。

时近隆冬，天黑得快，下午六

时许，赶场的群众渐渐散尽，王
国杰的「摊档」也到了收摊的时候。

转转场
巴金是镇政府所在地，也是丫

他的乡场之一。此外，丫他镇还
有板其和板街两个乡场。三个乡
场，分别地处全镇 11 个行政村、
1 个居委会的中心位置， 六天赶
一场，俗称「转转场」。

王国杰「当值」的前一场，是
在板其「赶」的。那一场的「当值」
乡镇领导是王国杰的另外两位同
事——镇长李尚成和人武部部长
岑永学。他们当天在板其接待了
7 拨群众来访，事后梳理出了 10
个问题。

按照安排，下一场地点是板街，
「当值」的则是镇人大主席王林、
镇长李尚成和镇纪委书记赵永胜。

与此相关，从去年 7 月开始，
丫他镇派出所也在每个赶集日，
把设备大同小異的「集市流动警
务室」，搬到全镇三个乡场上。
在这裡，百姓可以上户口、办身
份证件，还可以给机动车办理相
关证件。

王国杰介绍，从去年 6 月开始，
丫他的乡镇领导开始在赶场天上
大 街 摆 摊， 至 今 已「 赶」 了 近
100「场」。初步统计显示，用这
样的方法，半年间接待来访民众
279 人，现场答疑 184 件，限期
办结 87 余件，正在办理 8 件。

王国杰的做法，对化解基层矛

盾作用明显。最直接的效果则是，
自那时起，丫他镇实现了无「星
级」上访事件发生。在最为敏感
的「十八大」期间，实现了赴省
进京「零上访」。

办事
五天后，也就是第二个赶场天，

赵斌再次来到巴金赶场，工作人
员交给他一份办理情况告知书，
他 19 号反映问题，在这份《告知
书》上作出答覆：1、与县草地畜
牧中心联繫，已饲养的农户，现
无补助；2、饲养大耳羊优惠政策，
详见《册亨县山羊舍饲养殖示范
实施方案》（附后）。

赵斌找工作人员解释这份《方
案》。照《方案》上的说法，他
如果要养殖大耳羊，需养殖数目
达到一定标准，政府将给予支持
建设标准羊舍和免费提供养殖培
训等补贴。

赵斌的故事，其实只是丫他镇
推行的「定点集中办事」的个案
之一。赵斌可能不了解的是，与
他的经历大致同步，丫他镇逐渐
形成了正在贵州各地推广的村级
治理「五事工作法」。

通常情况下，对於现场收集到
的民意诉求，王国杰们能够当场
答覆的就当场答覆，不能当场答
覆的，则会通过登记梳理，然后
再分流到相关职能部门限时落实。

按「五事工作法」要求，工作
人员需在 5 日内将办理情况反馈

接访中心，由接访中心於第二个
赶集日通过当值「摆摊」办公的
领导班子，反馈给群众，因考虑
到群众不一定每个赶集日都来赶
集，接访中心也会通过电话等其
他方式告知办理意见。

丫他书记
乡场摆「摊」

摆摊之初，还发生过这样一件
有趣的事情。

那一天，恰巧也是王国杰在板
街「当值」。当天，板街村纳板
组的一村民，气喘吁吁地跑到王
国杰的「摊档」上，反映说：「书
记啊，我家裡现在没有粮食吃了，
希望政府帮忙解决一下。」

闻听此言，王国杰先是愣了一
下，他第一反应是事情不小。第
二天，便指派分管副镇长刘燕，
带着民政干部、村支书等来到纳
板村民家核实情况。

但是，当刘燕们踏进这位村民
家，在屋内到处巡视一遍后，他
们惊讶的发现，「他家木房的隔
仓裡，居然整齐的码着一堆谷子，
仔细数了一下，有将近十袋子。」
向记者说起这件事情，王国杰会
心一笑。

在王国杰看来，「群众谎称没

粮，跑到政府来要照顾，其实无
非想找个借口和理由来试探政府，
看看政府是不是真的会来落实他
反映的问题。」

王国杰说，这让他联想起史上
的商鞅变法。在王国杰看来，村
民的行为，与商鞅变法前的「插
曲」——「徒木立信」，有異曲
同工之处。

话说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初
期，百姓普遍表示怀疑，当时为
了让百姓信服自己的新法，他便
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通过告
示告知百姓，谁把木头从南门扛
到北门，就赏五十金。

告示贴出一段时间后，百姓普
遍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一
个人愿意来搬。后来，还是有位
百姓沉不住气，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这位百姓
最终轻轻松松得到了五十金。商
鞅正是用这种办法取信於民，最
终赢得了民意的支持，新法也得
以顺利实施。

王国杰说，表面上，村民「谎
报军情」有点好笑，但实质是以
稍显极端的手段，检验政府办事
的真心和诚信。我们没有责怪村
民，而政府则从此通过了民意的
检验，办起事来一顺百顺。

去年 8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
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
先行先试，再次把沉寂多年的「小
政府、大社会」理念推至前台。

黔西南州州委常委、副州长周
登涛在接受记者採访时表示，政
府将加大力度，探索购买社会公
共服务，实现「小政府」条件下
服务「大社会」的多种可能。

周登涛介绍，去年 7 月，兴义
市设立了贵州省首家专门用於化
解群众矛盾纠纷的信访便民法庭。
法庭主动到信访一线免费为上访
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解决群众难
题。同时，法庭的一个主要作用
是引导基层群众走上法律渠道，
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在此前后，黔西南州还出台了
《黔西南州信访事案的问责办法》。

问责办法主要是针对国家公职人
员，对於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不
及时处理，干部将受到怎样的问
责处置。对於群众而言，全州还
通过公告等形式，告知老百姓合
法维权的途径。

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也在黔西南州
开始了积极的尝试。目前，该州
通过向律师协会等社会组织付费，

让其免费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免费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从法
律的角度走进群众，同时，协调
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纠纷 , 藉此
引导群众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

周 登 涛 介 绍， 自 2011 年 起，
黔西南州每年还拿出 1000 万元，
用来化解全州社会矛盾、纠纷。
同时，这笔专项经费，还将用於
支付政府所购买的社会公共服务。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丫
他政府办提供）

丫他的「徙木立信」另类版本

周登涛：「大社会」的N种可能

■丫他官员乡场摆摊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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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到丫他镇调研，
充分肯定「五事」工作法。

维稳压力与主动谋变
其实，丫他镇的实践，源於基

层政府普遍感受到的维稳压力。
王国杰给记者讲了两件事。

2010 年 11 月，7 名 广 西 人 因
非法开採板其村溶洞内的钟乳石，
被村民当场发现。村民为保护待
开发旅遊资源，将 7 人扣押，並

要求支付相关误工费等费用。
这一事情引来了 300 多名群众

的聚集。最终，经过 10 多个小时
的努力，才达成赔偿标准，7 人
才得以释放。 

另一件事则是发生在去年 8 月，
洛省村村民梁正元骑摩托车回家
途中，因被大风吹断的大树将电
信局光缆电杆砸断，並横在路中
央，梁正元无法躲避，便撞在电
杆上当场死亡。

事发后，因未就赔偿标准达成
一致，家属一直未将死者安葬。
为此，政府工作组不得不在此蹲
守，镇里官员天天为此事进行沟
通协调，直到达成协议后才将人
安葬，事件前后耗费 1 个多月时
间。

这样的事让王国杰很是纠结。

每次发生上访、群体事件，政府
都要耗费大量时间、耽误大量工
作来化解，发展更无从谈及。他
开始寻找改变的突破口。

王国杰注意到，种种纠纷之所
以发生，或发生之后得不到及时
或妥善的处理，原因很多，但最
主要的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
渠道不畅，造成诸多误解所致。

去年元霄节，王国杰抽空回趟
老家。期间，母亲的一句话，点
醒「梦中人」。母亲对他说，「不
要一天呆在镇裡面，让老百姓一
年都见不到你们一两次。」

母亲这句话对他触动很大。「通
过什么方式多跟群众接触」，开
始让王国杰昼夜萦怀。还是县裡

安排全县乡镇书记到山东寿光考
察学习，才让王国杰找到了答案。

从山东寿光回来不久，他便试
着通过赶集天集中办公，来收集
民意、疏导民怨。王国杰希望，
尽量将群众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好腾出时间和精
力来考虑发展问题。

刘兴吉：端口前移的逻辑起点
对於丫他镇探索推行的「五事」

工作法，黔西南州群众工作部部
长（信访局长）刘兴吉评价很高。
在他看来，丫他镇的做法，其实
就是将信访端口前移，主动服务，
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渠道
彻底打通，及时摸清群众诉求，
並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中。

刘兴吉介绍，如果按照百分比
来计算，每年全州 80% 以上的信
访案件来自於基层。刘兴吉说，
层次稍高或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
碰到问题通常会选择法律途径，
更能理性选择维权；而基层群众
普遍对法律和政策认识的不足，
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通常
会走上上访道路。

刘兴吉分析，老百姓上访讨说
法，关键点就是「上」。好像「上」

得越高，问题越好解决。但客观
来看，老百姓为什么要「上」？
原因其实在於「下」, 即基层民意
渠道不健全、不畅通，由此导致
基层群众普遍「信访不信法、信
闹不信理」。从而引发了缠访、
闹访、无理访等信访案件的出现。
刘兴吉认为，丫他的实践，做法
简单，但其实解决了长期困扰大
家的大问题。

刘兴吉介绍，为了畅通信访渠
道，黔西南州已於去年四月设立
了群众工作部，实行专人接访，
专门办理百姓上访案件。州层面
还相继出台了信访公告，仅去年
一年就发放公告 40 万份，张贴到
州、县、乡、村、组公开栏或群
众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並发放
到每个上访者和部份村民手中，

指引群众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上访。
此外，刘兴吉说，黔西南州还

推行领导接访、带案下访等措施，
主动将信访关口前移，把信访工
作摆到基层事发纠纷的现场中。
仅去年，全州各级领导干部接待
群众来访达 681 批 4510 人次，下
访 25300 余人次，帮助群众解决
合理诉求 410 件，其中，州级领
导带案下访、主动回访 251 次，
妥善化解 249 件。

十八大期间，全州每天还安排
两名副厅级以上领导到信访局接
访，共计接访了 1600 多起上访事
件，这一做法引发的直接效果是，
黔西南州和铜仁市，在贵州全省
实现了进京零上访，受到省、州
各级领导高度赞扬。刘兴吉说。

■丫他镇党委书记王国杰。
（本报记者 虎静 摄）       

五事工作法
所谓「五事」，即群众公开提

事、联席会议议事、民主表决定事、
定点集中办事和严格制度监事。
五个程序逐一对村级治理工作进
行研究安排的方法。

1、群众公开提事。每月10日前，
通过「从上到下」或「由下到上」
两条渠道进行公开提事，並对提
出事项进行收集整理，初步确认
村级近期需要办理的具体事项和
工作方案，汇总形成议题。

2、联席会议议事。村党支部、
村民委在每月 25 日召集由全村
「两委」成员、村其他组织成员、
党员代表及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
讨论各项议题，逐一明确落实责
任，具体措施、目标任务和完成
时限，並将讨论结果张榜公示 5
天。

3、民主表决定事。根据公示
情况再次召开党员群众会议，对
各项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驻村

干部到会指导监督，实行签到，

详细记录、确保决策规范，对遇

到紧急情况不能召开会议表决时，

决策后要及时向群众说明相关情

况。

4、定点集中办事。固定每个

赶集天为村级「集中办公日」，

由 1 至 2 名班子成员带队，接访

中心人员、驻村干部到三个赶集

点参与並指导村常务干部集中办

公，解决议定的各项事务，答覆

群众反映的问题，听取群众意见

和建议，并全程代理村级不能办

理的各项事宜。

5、严格制度监事。严格执行

村级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公开接

受质询制度、半年述职评议制度、

离任审计制度，公开接受广大人

民群众监督。

话你知—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星期四）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九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星期四）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九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星期四）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九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星期四）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九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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