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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北接新城区，西邻高新区，辖 17个行政村、6.8万人，其中镇区常住人口近 3万。

棠张是徐州市纺织工业园所在地，也是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核心区和省级菜篮子基地，属于典型的

城郊型农村，村民勤劳朴实，生活富裕，思想相对活跃。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基层管理者，必须应对城郊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考验，

必须回应新形势下村民对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关注关切。为此，我们承担起徐州市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

点镇的责任，在基层公共治理领域进行了探索。

村民有话想要说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费钱耗力，实在是多此一举，全镇推开试点有必要吗？”“沙庄村的生活垃圾分

类后，垃圾能实现减量，还能发酵成有机肥，一举两得，再说国家提倡垃圾分类，何乐而不为？”

“股田制实行六七年了，咱们一直是机插秧，收成也不错，改用直播方式的话，谁知道秋季会咋样？

风险太大了！”“股田制本身就是一个尝试，事实证明咱们成功了，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直播方式，省钱

省时又省力，节省下来的成本就是集体的收入啊！”

位河村利用村内的一片空闲地，建起了 8间房子，原打算其中 2间出租增加集体收入，其余用作卫生

室。可附近的村民不愿意，多次到村里、镇里反映，要求改成老年文化活动中心。最后经过村里协商后，

尊重了大家的意见，对房屋功能进行了调整，但按照原来功能建设的房屋，总觉得不太好用。

治理之惑，源自村民之问。一方面，村干部甚至许多村民对镇、村公共事务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拿不定主意。另一方面，有的已经实施的民生项目、公共服务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出力花钱还不讨好。

这些现象，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也长期困扰着我们。

对基层公共事务“有话要说”，是村民民主意识的集中体现。以棠张镇为例，近三年来接到的“12345”

政府热线中，关注琅溪河改造、中沟治理、公共水冲厕所建设管理、道路建设、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公

共事务领域的工单占到了 90%。因此，在基层治理中，凝聚更大的群众力量，汇聚更多的群众共识，既是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促使我们积极探索、勇于破题的直接动力。

村民有事好协商

村民的关注点，从邻里之间的宅基地纠纷，到村里休闲广场的修建，再到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等等，都

有协商的需求。到底哪些事该协商？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拿捏不准，打算把一些遗留的信访、宅基地纠纷

拿到镇级协商平台进行协商。后来在区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明确了思路：所谓协商民主，一定要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的指示要求，把目光

聚焦在群众关切的公共事务、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等问题上来，让群众在参政议政中体验人民民主的真义。



思路清晰后，我们在协商议题标准的把握上明确了“三个导向”，即民生导向，从与村民息息相关的

公共利益问题出发征集议题；发展导向，从事关镇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大事中选择议题；问题导向，从

村民关心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和反映强烈的问题中确定议题。在议题选择上，坚持“三个渠道”：第

一个是“五必协商”，即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大事、每年初确定的为民办实事、集体资产的管理与处

置、重大产业项目的选择、村庄规划搬迁等重大事项必协商；第二个是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协商议题，准确

把握村民关注关切、所需所盼，整理筛选后确定；第三个是聚焦党委、政府工作中的难点问题，通过协商，

确定议题解决问题。镇级首次协商选择解决和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垃圾分类”问题，跃进村协商解决“股

田制中水稻是否直播”的问题，均取得良好效果。

村民参与更有效

为了能最广泛最有效地收集和反映民意，我们首先确定了议事成员的三条选拔标准，即具有一定的社

会威望、公德心、热心于公益事业；了解基层百姓生产生活情况，能够代表民意；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有

思考和见解。同时，扩大参与群体的覆盖面，以乡贤、“大老知”、种养殖大户等在内的普通百姓为主，

“两代表一委员”、镇村干部、专家、学者及利益相关方代表共同参加。

协商能否达成共识，成果能否有效转化，是检验基层协商民主作用发挥的根本所在。在充分动员、形

成共识的基础上，镇党委制定实施方案，确定镇级基层协商民主月度协商日，把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制度固

定下来。在规范协商民主议事程序的基础上，建立议事人员事前调研机制，促使议题分析更透彻、协商交

流更充分、思想碰撞更清晰。

在“垃圾分类是否在全镇推开”议题协商前，会议召集人组织议事人员到沙庄村和有机垃圾分类处理

中心现场考察，充分了解沙庄村在推动垃圾分类方面的做法、村民的体验和看法、有机垃圾处理的过程和

效果等。采取召集人“无偏见引导”工作法，即召集人只提问题不谈观点，充分鼓励议事成员抛除顾虑、

畅所欲言，避免“走过场”“不敢说、不愿说、顺着说”等现象发生，通过协商寻找最大公约数；在分歧、

辩论、协商的过程中，召集人只扮演适当引导的角色，在引导议事成员将思想统一到党委的工作意图上来。

经过探索我们发现，对于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政协指导结合起来，真正把

党的领导贯穿于协商民主的全过程、各环节，确保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并在政协指导下建好协商平台，

规范协商程序。协商议题都是村民关注度高的公共问题，绝不能纸上谈兵、泛泛而谈，要在广泛确定协商

参与人员的基础上，对协商议题进行充分的事前调研，把情况摸得再透一些，把问题考虑得再多一些，把

观点琢磨得再深入一些，并在协商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积极加强引导，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同时，既要

广泛听取相关利益主体的意见建议，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体现人民民主主体地位，又要坚持依法

协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协商活动，保证协商成果合法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