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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提升管护效能 完善长效监管体系

陈砚墨 陈琳/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农业农村局

为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丰硕成果，自 2021 年起，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启动农村人居环境自

主管护试点工作，通过组建村级自主管护队伍，将市场化管护与村自行管护相结合，降低管护成本，提升管护效能，积极探索

以自主管护为主的具有栖霞特色的都市型农村长效管护运行之路，建设生态宜居乡村。

工作推进有序，各项成果初显

加强统筹谋划，合力推进工作落实。栖霞区高度重视试点工作，把其列入全区农业农村工作重点计划，并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制定下发试点工作方案，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太平村、外沙村作为试点村，明确管护主体、标准、内容，通过

试点先行，探索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长效管护模式。试点村充分发挥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制定长效管护方案细则，组

建公共空间长效管护队伍，细化工作任务，初步实现有人管、有钱管、有机制管的“三个有”。

坚持自管自治，增强自主管护实效。试点村召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充分征求村民意见，自主管护队伍由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组成，管护项目由村委会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涉及自主管护工作的收入支出均由集体经济组织专账核算。外沙

村按照区域划分组建队伍 10 人；太平村以管护任务分类组建道路、河道、污水、垃圾分类、秸秆清运、公厕等队伍 44 人。

全力降本增效，提升群众满意度。试点村充分发挥管护队伍本土化的优势，一方面“管自家事、门前事”，调动队员主人

翁意识；另一方面充分接受村民监督，减少不必要支出。管护队伍工作责任心明显增强，管护工作实现降本增效。同时，区里

优化涉农小型工程招标流程，30 万元以下小型工程服务由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招标，节约了前期项目设计费、招标代理费、管理

费等资金。一年来，试点村内道路通行条件明显改善，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管控，绝大部分农户家庭杂物堆放整齐、房前屋

后整洁、在整体环境显著改观的同时，资金使用效率也大幅提升。经测算，太平、外沙两个村全年长效管护实际支出 364.33 万

元，比上年节约资金 110.23 万元、同比降低 30.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99%88%E7%A0%9A%E5%A2%A8&code=000047960236&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PVHhHQUp6V3FOMXlpWFV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99%88%E7%90%B3&code=000047960235&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PVHhHQUp6V3FOMXlpWFV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in&skey=%E6%B1%9F%E8%8B%8F%E7%9C%81%E5%8D%97%E4%BA%AC%E5%B8%82%E6%A0%96%E9%9C%9E%E5%8C%BA%E5%86%9C%E4%B8%9A%E5%86%9C%E6%9D%91%E5%B1%80&code=1787278&uid=WEEvREcwSlJHSldSdmVpbEs1TVF4N1ZPVUpPVHhHQUp6V3FOMXlpWFV1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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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管护，建立长效体系

搭建管护平台，突出“三个有”。充分理清村委会、股份经济合作社职能，全面推行“村社分账”。管护项目由村委会以

发包的形式委托村股份合作社承担具体工作，将垃圾分类设施、村庄保洁保绿等全部纳入自主长效管护范畴；村股份合作社专

账核算涉及农村人居环境自主管护工作的收入支出，承担组织管护队伍、承办小型工程、提供管护服务等工作。有人管，对农

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工作，明确人员管理，凡出现脏乱差现象，有人及时清洁整治；凡出现自然灾害，有人及时排危抢修；凡

出现人为破坏，有人代表集体进行制止和索赔；凡出现使用故障，有人及时维修养护；着力解决“有人用、无人管”问题。有

钱管，多方统筹资金，财政奖补一点、街村投入一点、企业乡贤资助一点，利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多渠道筹措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资金，实现人员管理有报酬、损坏维修有资金、灾后恢复有保障，着力解决“有钱建、无钱管”问题。有机

制管，夯实区、街、村、农户的管护责任，形成一批可操作、有实效的办法措施，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管护制度。对每一类公

共基础设施都明确建设、移交、管理、验收、监督等制度，对具体管护责任人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评价监督，根据考评结果支付

管护报酬，切实解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有心管、无力管”的问题。

发挥民主优势，强化“四个明确”。年度村庄长效管护方案由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进行公示。村股份合作社的年度预

算、大额开支需经由股份合作社成员代表表决通过，结果须向股份合作社全体成员公开。定期召开村庄长效管护群众满意度调

查，及时了解并响应农村群众对长效管护工作的有关诉求。明确管护内容。根据往年村级管护工作重点，逐步分解长效管护工

作任务，明确长效管理范围，将各级财政投入建设的各类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全部纳入管理范围。明确管护标准。统筹整合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相关资金和项目，将原先分散的农业、水利、交通等项目补助资金统合使用，区财政适当补助，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乡贤资源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管护项目，形成多元化、长效化投入机制。明确

管护监督。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推进办公室负责全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工作的协调、指导、监督和考核。区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专项检查指导，各街村负责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工作具体实施和考核，村委会负责日常监管协调，管护队伍落

实主体责任。

因地制宜推进，创新管护模式。融合专业管护、市场化管护、自行管护的“三个模式”，构建以村庄公共空间自主管护为

主的长效管护运行模式，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成立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成的全职长效管护综合服务队和“道路、河道、

绿化、设施”等专业服务组，根据自愿性、灵活性和专业性原则，既能服务村内又能对外服务，在完成工作目标的同时，提高

成员收入。对污水处理、垃圾清运等村级无力承担的管护任务，逐步引进专业团队、专业公司承担，采取年度包干、定期处理

等方式予以解决，所需费用从专项资金中列支。组织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对河堤、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定期管护；引导群众对

自家院落、房前屋后等区域环境卫生定期清扫保洁，全方位发动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长效化管护。

坚定惠民导向，强化绩效评价。村股份合作社在组织管护队伍，承办小型工程的过程中应优先选用本村村民。每年对村股

份合作社全年的村庄管护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对全年管护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公开，从降成本、优效能、惠民生等多个层面对管

护成果进行绩效评价。对聘请帮扶困难群众、聘请本村能工巧匠的情况进行总结，邀请村民代表和合作社成员代表对管护成效

进行群众评议。定期召开村庄长效管护群众满意度调查，及时了解并响应农村群众对长效管护工作的有关诉求。经过绩效评价

和群众评议后，对长效管护规章制度与工作机制进行重新完善，真正形成有人管、有钱管、有机制管“三个有”长效机制，打

造民建、民管、民享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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