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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地方视察，在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对马庄

村基层治理模式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认真总结推广马庄经验。马庄村是徐州市探索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的

典范。近年来，徐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

规范化、法治化，走出了一条“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善治之路。

把乡规民约做到极致

立规矩——百姓的事百姓议。积极开展村级自治工作机制建设试点，通过村民高水平的民主参与，制

定出了切实具有规制力的乡规民约等自治性规则。包括村规民约、党员干部守则、红白理事会章程、乡贤

工作室章程、十星级文明户评比要求、村务公开管理办法等，基本涵盖了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

规定，采用村民熟悉的语言，有的放矢，具有细、实、严、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深得广大村民的认同。例

如在马庄村积极探索以参事制、票决制和双票制为主体的“三制”模式，制定了 21项 156条操作性强、认

可度高的“马庄规矩”，有效引导村民遵法守礼、崇德向上，马庄村连续 20多年“无信访、无黄赌毒、无

治安刑事案件”。

守规矩——“羊群走路靠头羊”。在规则的执行方面，紧紧抓住关键少数，特别注重发挥党员干部的

表率和带头作用。实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党员干部“逆向特别对待”原则：在实行奖励时，平等

对待但同等条件下一般群众优先；在实行处罚时，党员干部较一般群众加倍。村组织严格实行“奖金的单

子”、“罚款的条子”的归档和公开制度，并作为家庭和干部评优的重要依据。

护规矩——人人都是“大管家”“。社会风气不正”，不仅意味着“道德滑坡”、“道德失范”、“道

德沦丧”，还首先意味着民众对最基本的道德——规则认同的严重弱化。在马庄村，规矩之所以能立起来、

贯彻下去，除了规矩好、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外，还应归功于群众主体作用的凸显。在马庄违法违

规意向刚露头、行为刚开始，广大群众就会主动予以劝阻、制止和批评，对违法行为人形成社会压力。该

村十星级文明户占全村 80%以上，550余人次获得过各类荣誉称号，彰显了乡村主体自治善治的集成效应。

法治文化与群众生活融为一体

强化基层组织作用。创造性地推出村级“法治书记”制度，选派优秀政法干警担任村级“法治书记”，

把精兵强将推进基层一线，敲门问平安、入户讲法治、进村调纠纷。严格落实“345”工作举措，即建立县、

镇、村“三级”工作网络，政法各部门班子成员包挂镇，“法治书记”包干到村；健全驻村、考核、督查、

奖惩“四项”制度；抓好协调推进网格化管理服务、配合组织平安志愿者开展群防群治、参与矛盾纠纷排

查调解、做好重点人群管理和重点问题的治理、督促指导村级平安法治工作“五大”任务。

夯实法治建设基础。及时总结推广马庄村民主法治建设经验，加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

工作，实行规范化动态化管理，开展崇德尚法新型村（社区）建设。以镇（街道）为单位，对各村（社区）

支部书记、主任、会计普遍进行法治轮训，进一步增强村（社区）干部的政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完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农村社区法律援



助工作，大力实施“法律扶贫”专项行动，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保障广大农村居民获得及

时有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在全市开展“无矛盾纠纷激化、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体性事件”的“三无

村居”创建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了人民调解“徐州模式”，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徐州建设，大力实施“德法涵养文明·共建绿色

生活”专项行动，围绕“绿色出行、绿色生产、绿色村居、绿色校园”四大主题，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以营造崇法向善人文环境为目标，在全市实施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一一二”工程，实现了市、县、镇、村

四级法治文化阵地全覆盖。聚焦现实题材，创新普法供给机制，组织开展“讲好新时代徐州法治故事”活

动，以举行法治文化作品大赛的形式，坚持“群众演员、身边故事、以案说法”原则，收集贴近群众生产

生活的法治故事 50多个，开展巡回展播、故事巡演，每月通过“村民法治学校”为村民上“法治课”，将

法律法规从书本上“请”出来，送到村民身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法治文化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

激发群众广泛参与法治建设的热情，提升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水平。

德治之花在乡土文化中盛开

乡贤立德。在徐州基层治理队伍中，活跃着一大批经验足、本领强、威望高、百姓服的老党员、老族

长、老军人、退休老干部、老教师。我们注重挖掘乡村能人资源，专门下发文件指导各地成立“乡贤协会”、

“大佬执理事会”、“红白事理事会”和“五老协会”等社会组织，为他们打造施展才华的平台。同时，

将乡贤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衔接，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村委配合、乡贤

协助、齐抓共管”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工作机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这些老人德高望

重、说话有分量，善于用老百姓的“法儿”平老百姓的“事儿”，用老百姓的“话儿”说老百姓的“理儿”，

能及时妥善处理信访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导并规范村民的道德行为。

文化树德。高度重视道德对法治的润泽和支持作用，重点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的建设教育。依托村（社区）文化礼堂，将德治内容有机融入村史村情、民风民俗、尚德励志、发展

成就等板块，广泛开展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活动，形成农村社区文化认同。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提炼

出了本村的村民文明行为规则和文明公约，它们是基本道德规范的民间版本。建立推广家庭档案制度，开

展“十佳好婆媳”评比、正家风民风等活动，进一步保障和促进了彰显道德、感受道德和践行道德的德治

建设，有效提升了广大村民的道德品质、道德素养和社会良知。

诚信塑德。近几年来，我们加强总体设计、统筹推进，以健全规章制度和标准体系、形成覆盖全社会

的信用信息系统为基础，以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培育发展信用服务市场和信用人才队伍建设为

支撑，以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为主要内容，以信用信息应用、信用文化建

设和企业信用管理达标为重点，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全面提高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市、县两级

信用信息系统建成并有序运行，实现了信用信息互联共享，市场信用监管和失信联动约束机制初步形成，

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在行政管理中广泛应用，政务、商务、社会、司法诚信度明显提升，社会信用环境明

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