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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贾汪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为贾汪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旺”起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7

年 12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贾汪，一年多来，贾汪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贾汪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党建统领、深化“三治融合”、助力转型发展，展现出“产业旺、生态旺、乡村旺、百姓旺”的全新

面貌。

自治立基，乡村人心“聚”起来

“一面旗”筑起战斗堡垒。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摆在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的首位，围绕“建强战斗堡垒、

加快乡村振兴”，按照政治思想素质强、科学发展能力强“双强”标准，建立基层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

和届中调整区委考察审批制度，探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跨村任职，出台《关于严管村干部的意见》《村干

部负面清单》，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村（居）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成为带领群众建

设美好家园的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创新开展农村党员“挂牌亮户先锋行”、机关

党员“回家看看·乡情访”活动，全区 7300多名党员家庭挂上党员户牌，亮明党员身份，作出公开承诺，

帮助群众排忧解难；2788名机关党员深入村居、农户，听民情、破难题、解民忧、助发展、促和谐，帮扶

760户特困户脱贫致富，真正架起了党群干群“连心桥”。

“新机制”拢起民心民力。建立完善以村（居）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党群议事会为议事载体、村（居）

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居）委监督委员会为监督主体的村级“一核三体”运行机制，搭建“精准扶贫

我监督、党务公开我知情、村务决策我参与、我的资金我知道、办事程序我清楚、勤廉双述我评议”等载

体，让群众自己“说事、议事、主事”，激发了群众参与村居事务的热情，形成了“一起向党看、大事一

起干、好坏大家评、事事有人管”的生动局面。马庄村坚持村民的规矩自己定，村民的理自己评、村民的

矛盾纠纷自己化解，先后制定实施了 22项 156条操作性强、群众认可的“马庄规矩”，有效引导村民遵法

守礼、崇德向善。

“小网格”做实管理服务。当前，村居减负难、群众办事难、基层问题发现难、基层资源整合难问题

比较突出，推行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是解决“四难”问题的有效途径。贾汪区大力推进网格化社会治

理，构建起区、镇、村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为依托的“3+N”网格体系，全区划分网格 789个，依托信息化

平台将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和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长、网格员 1147名，全面

负责各类基本信息采集、民生需求反映、矛盾隐患摸排等事项。网格化工作开展以来，全区汇集各类基层

数据 30余万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7000余件，解决了基层负担重的问题，破解了隐患不见底的难题，打

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目标。

“新乡贤”解开矛盾纠纷。充分挖掘新乡贤文化时代内涵，在全国率先成立镇级“乡贤协会”、村级

“乡贤工作室”，引导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百姓认可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贤者能人自愿参与乡

村治理，实现了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的相得益彰。目前“，乡贤协会”“乡贤工作室”已在贾汪区 12个镇

（街道、园区）、134个村（社区）实现覆盖。



法治引领，法治风尚“树”起来

深化法治实践，点亮法治“航标”。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在监督的环境下依法用权办事，认真落实

重大决策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专家论证等依法决策程序，特别是严格执行重大决策法律

顾问全程参与，凡得不到 95%以上群众赞同的城建、拆迁工程一律不予实施。深入开展法治系列创建活动，

严厉整治执法司法不规范、不文明、不公正、不廉洁、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大力推进信访法治化建设，

法治建设整体水平迈上新的台阶。贾汪区被评为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马庄村被评为首批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一半以上村（社区）成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创成率、农村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率均达到 100%。

培育法治精神，厚植法治“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

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贾汪区把“让法治精神融入每个

人血脉、成为全民信仰”作为法治宣传的目标，高标准建成全省一流的区法治宣传教育中心，推出普法专

题电视栏目《法理之间》，开展“法润贾汪春风行动”“普法村村行”“宪法在身边”等系列活动，利用

法律大讲堂、流动法治宣传车、手机短信、多媒体互动、法治公益节目、以案释法等形式，把法律送到了

百姓身边，让群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教育。

兴办法治实事，彰显法治“温度”。全区 126 个村全部建立起法治文化广场、村级文化礼堂，坚强了

战斗堡垒，实现了法治阵地全覆盖，使村民活动有地方、沟通交流有平台，不出村就能感受到丰富精彩的

“城里世界”，过上亲帮邻助的“社区生活”。编排系列法治节目，送到乡村社区、田间地头，增强群众

法治观念，弘扬正气，抵制庸俗，使村民明真相、辨事理，推动矛盾纠纷依法按理解决。

德治涵养，乡风民风“美”起来

“乡风文明工程”涵养道德淳民风。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马庄时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很重要，要注重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贾汪区乡村文化底蕴深厚，不仅马庄村有文化礼堂、农民乐队，村村都有文化礼堂和

文化阵地。近年来，贾汪区坚持以文化人、乡风润村，大力实施“乡村文明提升工程”，依托文化礼堂、

文化场馆，建立村史馆、民俗园，开设道德讲堂，开展周末舞会、夏季纳凉晚会、春节联欢晚会、农民运

动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不仅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还起到了传承传统

文化、展示村庄风采、促进邻里和谐、改善党群关系的作用，形成了和谐文明的乡风民风。

“选典型树榜样”引领示范育家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历来是我们党的重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

的效果。贾汪区注重发挥榜样力量，在全区范围开展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为主

要内容的评选推介，充分挖掘、展示各级各行各业的模范典型，用先进典型教育人、引导人、带动人，营

造见贤思齐、向善向美的氛围。同时，建立家庭档案管理制度，按照家庭和睦、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好

人好事等情况分项给每户打分，兑现奖励；积极推进家风家训建设，大力弘扬传统家庭美德，推动形成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共识，让学典型树家风成为全民时尚。各村也自发评选“守法道德模范

户”“十星级文明户”，设立“贤孝榜”，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人人传“佳话”、户户讲“美

德”，许多矛盾在无形之中得以消除。

“大老执制章程”移风易俗树新风“。大老执”指的是农村红白喜事的主事能人。百姓的“钱袋子”

鼓了起来，有些人感觉“面子”也要足起来，遇到“红白事”大操大办，影响到社会风气，人情往来“份

子”重，群众经济压力大、有苦说不出。贾汪区充分发挥“大老执”掐得准“脉儿”、找得着“根儿”、



摸得着“门儿”的地缘人情优势，组织成立“大老执理事会”，从“红白事”入手，制定《红白理事会章

程》，规定统一标准，刹住了大操大办之风，改变了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树立了移风易俗、

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