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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
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协商议事作为推进乡村、社区治理共建共享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近年来，我区各地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积极搭建
协商议事平台，发展基层民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更多村（居）民的“金点子”变成完善基层治理、推动产业发展的“金钥匙”，走出一条乡村、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

协商议事，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前些天，中宁县疫情进入
常态化管理，余丁乡余丁村农
贸市场何时开放、如何管理成
了村民议事协商的重要事
项。余丁村党支部书记张卫
斌通过电话，向村干部、党员、
群众代表、乡贤等，一一征求
意见，最终形成议事协商意
见：11月 4日起市场有序开放，
20家商户陆续进场，恢复生产
生活。

去年 12月，民政部选取全
国 497个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
新实验试点单位，余丁村是中
卫市唯一入选村级单位。一
年来，余丁村积极探索，创新
形成“1153”议事协商模式，形
成了“有事好商量”的共识，为
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注入
了强劲动力。

余丁村在村里打造了议
事园、议事长廊、议事广场，搭
建“村民——议事点——村级
议事协商委员会”的群众说事
平台。整合村干部、村监会成
员、村民小组长以及村内“乡
贤”力量组成了余丁村级议事
协商委员会，选配 27名村内有
意愿、有威望的网格员，成为
议事协商的骨干。规范征集、
协商、公示、办理、反馈五个步

骤，通过网格员每月遍访农户征集或个别群众反
映，征集议题，建立民情民意收集清单。根据一
般事项、重点事项、难点事项进行分类分流，探索
形成了“小事简商、急事快商、难事众商”的三种
协商方式，并对协商情况及时公示，积极办理，对
办理情况通过民主测评进行反馈。

通过议事协商，解决了一些群众“急难愁盼”
的事情。去年冬天，网格员入户时发现脱贫户张
志国家的水管冻裂，存在吃水困难的问题，经过

“小事简商”，立即协调了几个水缸，灌满水先解
决了他家的吃水问题，并报村上进行水管更换。
今年春灌前期，有村民反映村里有 10米左右的渠
道塌方，影响春灌，村“两委”班子成员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查看后“急事快商”，立即安排专人负
责维修，仅用了 2天时间就解决了渠道塌方的问
题。余丁村有 400亩玉米大豆套种任务，但村集
体只有 320亩地，针对剩余 80亩任务，党支部组
织村民代表和种植大户进行协商，落实到地块
上。通过议事协商方式，既宣传了政策，又确保
种植任务的完成。村集体流转了村民 1000亩土
地发展集体经济，今年有村民提出涨流转费的事
情，村上经过议事协商，最终给流转户原来每亩
750元基础上涨价50元，得到了流转户的赞许。

“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经议事协商小
事、急事、难事共 30余件，包括农业种植、流转土
地、原粮任务、路灯安装维修、渠道维修等民生事
项。”张卫斌说，经过 1年议事协商试点，余丁村发
生了“三个转变”。

“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了，由‘议
论纷纷’转变为‘纷纷议论’。过去开会叫不来
人，会后窃窃私语，现在村民代表大会到会率都
在 95%以上。支部班子的公信力凝聚力更强了，
由‘说话没人听’转变为‘办事有人跟’，今年开春
植树计划用 10 个人，结果一通知来了 20 多个
人。村风民风更加淳朴，矛盾纠纷明显减少，由

‘矛盾纠纷频发’转变为连续两年‘零越级访案
件、零诈骗案件、零恶性案件’”张卫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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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70 头肉牛经
过长途跋涉，从内蒙古安全
运至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蒋
河村集体牛场安家，今后这
些牛将和前几批牛一起在这
里成长。“已储备草料 2300
吨，共购进西门塔尔肉牛 350
头。”蒋河村党支部书记申学
礼说，肉牛入场标志着“出户
入园”项目正式启动。

“有了养殖场，我就能多
养几头牛，又能增加收入。”
蒋河村脱贫稳定户方浩军看
着一头头体格高大的肉牛，
宽敞明亮的养牛场，及饮水、
拌料等半自动化设施，心里
乐开了花。

今年，蒋河村争取资金
670 万元，实施肉牛养殖“出
户入园”项目，进一步扩大肉
牛产业规模。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村“两委”召开村民代
表会议，通过“一事一议”，确
定场址和“出户入园”农户。

“养殖场 10 月底建成交
付使用，接着购买草料和
牛。”申学礼介绍，养殖场建
成后，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
理，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带动
家中无养殖场地的农户入园
养牛，增加农民收入。在村
党支部鼓励下，方浩军入园
养牛 11头，规模化发展产业
的梦想得以实现。

“实施种植、养殖项目，
通水、修路，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都要经过
村民商议决定。”蒋河村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
程序进行民主决策，村级重大事项均通过党支
部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
表会议和村民会议决议决定。同时，推广村级
事务“阳光公开”监管平台，加强群众对村级权
力的监督，充分保障群众对村事务知情权、参与
权、决策权、监督权。

“这样避免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村干部在
决策中也不再为人情所困，不再因公开不彻底
遭猜疑。”申学礼说，经对涉及村级政务 13项、事
务 25项、财务 14项议事清单全部进行公开，让
村级权力运行更加规范，使村民自治水平更加
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近年来，原州区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
积极搭建协商议事平台，严格落实“四议两公
开”程序议事决策制度和村民代表会议“55124”
模式，规范民主决策制度，村级较大工程项目按
照有关规定公开招投标；涉及村集体资产运营
管理、收支管理、收益分配等，由集体经济组织
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村级财务收支
由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村务监督委
员会主任联审联签，报乡镇审批。

“落实村级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按照
公开事项目录，每季度至少向党员、群众公开
1 次，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随时公开。”
原州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发展基
层民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民意表达渠
道，让更多村民的“金点子”变成完善基层治理、
推动产业发展的“金钥匙”，让群众成为基层治
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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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月 7日，走进银川市西夏区文昌路
街道宁朔北路社区，崭新的空巢老人照护
中心、整洁明亮的棋牌室、24小时问诊室
等设施一应俱全。“物业不仅为我们提供

‘家门口的午餐’，还送饭上门，让老年人
觉得很暖心。”80岁的王景华说。

“这些变化，得益于大家共同参与协
商。”宁朔北路社区党委书记王静茹说，宁
朔北路社区是原西北轴承厂职工家属区，
属于商住混搭的半封闭式老旧小区，长期
以来，实行“熟人社区熟人自治”模式。
2019年，社区召开民主议事会，和居民共同
商议引进新的物业公司，让物业项目经理与
居委会交叉任职。今年以来，开展“红色物
业+空巢老人照护”服务，向社区324位老人
开办“大院食堂”，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一本本网格员工作日志、走访日记、
会议记录本，记录着每一次协商的全过
程。“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
共商。只要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都要
通过协商议事来决定。”王静茹说。

今年是宁朔北路社区施行“四会”协
商制度的第 5年。在宁朔北路社区的“52
议事厅”里，坐满了闲聊下棋的居民。平
时，这里是居民休闲娱乐场所。社区有事
时，这里是开展“吹风会、碰头会、通气会、
总结会”的议事厅。

2020年，宁朔北路社区面临老旧小区
改造问题，社区干部、物业公司、居民代表
及小区改造施工单位“四方会谈”，面对面
协商，畅所欲言。

“小区还有大片裸露地，绿化要搞起
来啊。”“小区公共资源占用现象太严重
了，不能治标不治本。”“路灯太少了，楼道
里的灯经常不亮。”“运动器材和座椅太
少了，小区本来就大，相关设施要完善
起来……”经过近 10次协商讨论，老旧小
区改造方案最终敲定。

随着改造工作的逐步推进，社区楼宇
外墙粉刷一新，健身器材安装到位，堵占
多年的消防通道被重新打开，宁朔北路社
区有了大变化。“居民反映的问题能及时

得到解决，有什么问题再也不是无人管、
无处说了。”社区居民张帅说。

同时，针对西夏小区院内市场不规范
经营、道路秩序混乱、学校附近拥堵等问
题，社区与居民协商后，成立“安居乐业合
作社”自治联盟，合作社的从业者必须来
自本社区，进入合作社的商铺除了社区原
有的手工艺品、蔬菜水果、熟食快递外，还
有家政服务、线上就诊等，打造“15分钟优
质便民服务圈”。

“协商议事已成为我们解决大小事务
的根本方法，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金钥匙’。”
王静茹说，社区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
做事多协商，形成以社区党委、社区民警、
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和党员先锋骨干等在
内的多元共治平台。

近年来，西夏区通过“板凳会”“庭院议
事厅”“移动办公桌”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协商
议事形式，“零距离”倾听居民的所想、所盼、
所疑，解决群众身边烦心事，让居民参与到
社区治理中，实现共有家园共同建设。

西夏区：

协商议事走出社区治理“心”路径
本报见习记者 何娟亮

“虽然我们小区比较小，也比较旧，但是这
两年通过‘议事会’‘板凳会’等形式，大力推行
居民自治管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充分
发挥退休党员、在职党员、直管党员‘红管家’作
用，引导居民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参与转变。”
11月 8日，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利北小区楼委
会主任张伯宁说，多方联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我们在实施复兴、新生、塑配等老旧小区

改造时，形式多样的网格议事协商会陆续开了
十几次，解决了居民关注的大门安装、绿化美
化、停车位规划等多个难题，走上了居民自治
的小区治理模式。”新华社区党委书记马芳说，
如今居民们对社区工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

自来水管破裂、楼道灯不亮、停车位不
够……在富荣社区泰和苑“红哨聚音”网格党
群服务驿站，一个个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问
题总能得到妥善解决。“通过充分发挥基层民

主协商议事作用，把‘红哨聚音’网格党员服务
驿站打造成居民的‘谈心室’，民意‘收集室’，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富荣社区党委
书记何芳说，先后解决民生难事30余件。

“我们把民主协商平台建到群众家门口，
已建成网格化微协商议事平台 50 余个，累计
召开网格议事协商 280 余场次，协调解决居
民民生事务 400 余件。”利通区胜利镇党委书
记任少平说，有效实现好事共享、难事共帮、大

事共商。
近年来，利通区从在职党员、退休党员、热

心小区工作的直管党员中，先后选配 4871 名
单元红管家。整合公益性岗位、社会购买服务
人员，配备专职网格员 361名。组建以青年志
愿者、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人员为主体的志
愿服务队，定期巡查走访、探听民意、及时反馈
办理，有效弥补社区党组织治理服务短板。

“通过制订‘红色物业’建设行动实施方
案，深入落实‘民主议政日’、居民协商议事会、

‘板凳会’等制度，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主
动性，先后解决老旧小区改造、供气供暖、停车
出行等民生难题 5000余个。”利通区委组织部
负责人说，精准对接居民需求，让群众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

利通区：

“板凳会”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本报记者 蒲利宏 文/图

近日，走进石嘴山市惠农区园艺镇桥
东社区尚城名邸小区，干净整洁的路面令
人舒适。

“这都是我们在‘小马扎’上议出来的
好环境。”桥东社区党支部书记赵红说，以
前的尚城名邸小区周边道路没有硬化，绿
植少得可怜，尤其东门口基本是裸露土
地，下雨天道路泥泞，整个小区的环境一
点也不美观。

为了解决小区环境的问题，桥东社区
党支部成立了“小马扎”邻里议事会，成员
由社区工作人员、红色业主委员会成员、
居委会成员、楼栋长等组成。大家撑开

“小马扎”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摆
问题、议对策，小区里的事情一起坐下来
商量着办。今年以来，“小马扎”邻里议事
会聚焦民生小事，协同并进做好基层民主

“大文章”，先后解决邻里纠纷、小区环境
整治、安装电动车充电桩等问题。“这样既
能和大家伙聚在一起唠家常问民情，还能
快速把问题解决在一线。”赵红说。

如今尚城名邸小区的绿化面积达到
了 35%，绿地以楼栋为单位划分成 9块党
小组“责任田”，每块“责任田”设 3名党员
志愿者，定期对草坪和树木进行维护、修
剪、施肥，既为喜欢种植花草的居民提供了

“一席之地”，也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责任感，
激发更多居民群众参与小区治理的热情。

小区的环境治理不仅靠“红袖子”，还
离不开“绿点子”，桥东社区党支部设立积
分超市，建立捐赠登记和贡献服务积分制

度，每月可按照积分换取各种生活日用
品。用“绿色账户”的模式鼓励社区居民
参与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志
愿服务活动，极大程度提高居民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

近年来，惠农区紧紧围绕“自治有序、
法治有力、德治有效”的目标，推进建立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不断推动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建
立“三有三不出”工作机制，依托“党群同
心苑”“石榴亭”“居民议事会”等自治平

台，以“六步议事法”，引导居民“自己的事
情自己管、自己议、自己办”，对涉及社区
管理的重要事项进行协商议事，提高居民
自治技能。

此外，惠农区把“小事不出楼道、大事
不出小区、难事不出社区”贯穿到社区治
理一线、群众生活一线，推动问题在社区
内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注重发挥志愿者、
网格员、楼栋长、物业管理员等作用，激发
社区自治的活力，为建立多元共治社区治
理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惠农区：

“小马扎”议事会解决群众“大难题”
本报记者 李 良 见习记者 徐 琳 文/图

宁朔北路社区民主协商会现场。 （资料图片 由受访单位提供）

蒋河村通过协商议事，打造 4000 亩冷凉蔬
菜种植基地。

余丁村议事协商长廊。

新华社区举行民主协商议事“板凳会”。

桥东社区“小马扎”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