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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恒口县域纵横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 基层
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 与人民幸福
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
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要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以来，恒口示范区在
基层治理实践中以党建为引领，探索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有效模式，扎实推进基层治
理现代化。

恒口示范区：
党党建建引引领领““三三治治””结结合合 推推进进基基层层治治理理现现代代化化

通讯员 敖忠旬 刘 丽

入户了解群众需求

“自治”领航，“两说一商”激发社区活力

恒口示范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路径，在党建引领下构建“两说一商”
机制，有效激活社区治理活力。 社区矛盾纠纷明显减少，居民自治热情显
著提高，社区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巩固。

“群众遇到事第一时间就想说给党员干部听，请他们出面协调解决。 ”
老街社区居民史大叔说，“很多矛盾纠纷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

老街社区地处恒口示范区核心位置，地域广阔，与周边村（社区）住房
交错，人员构成复杂，社区管理难度较大。在此背景下，老街社区大力推行
“两说一商”机制。

在“干部说法说政策”工作中，联村领导与干部坚守社区综治中心岗
位，接待群众来访咨询，并开通电话热线。 居民李大妈感慨：“之前我对医
保政策不太清楚，多亏干部耐心讲解，我才弄明白，心里踏实多了。 ”干部
不仅为群众答疑解惑，还定期开展法治宣传、法律问题、惠民政策“三说”
活动，将政策法规精准传达给每一位居民，增强居民法治意识的同时，也
让居民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在“群众说事说心声”方面，“群众说事室”成为居民的“心灵港湾”。
“咱小区路灯坏了很久，晚上出行很不方便，这事儿得解决。 ”“我家的下水
道坏了，咋都修不好。 ”……联村干部得知后迅速行动，联系相关部门及时
更换路灯、疏淤修复下水道。 同时，社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居民意
见，拓宽居民发声途径，确保居民诉求能及时得到回应。

此外，民主协商会也充分汇聚各方智慧。 在社区开展环境整治时，党
员代表倡导融入文化元素，提升环境内涵；人大代表着重指出要合理规划
布局，确保整治高效有序；“社区里老人孩子休闲时没处歇脚，最好能添置
些休闲椅等设施。 ”群众代表踊跃发言，乡贤能人也出谋划策，社区在收集
到休闲设施建设需求后，立即与“双报到”单位积极协调沟通，获得调研评
估、资金支持、人力和物资调配等有力协助。经民主协商，综合各方建议形
成方案并付诸实践，休闲设施一一就位，居民的期望顺利达成。

老街社区通过推行“两说一商”机制，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每个居民都能在自身利益问题、社区发展问题上发
言发声，保障了居民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真正将居民自治理
念落到实处，使社区治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法治”固本，“三力联调”构筑稳定防线

在恒口示范区，深入推进的“三力联调”模式成效显著，完善的“一站
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模式是恒口
示范区在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与有力实践， 旨在构建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恒口示范区通过组建区级“三力联调”工作小组，依托九个片区党委
成立工作专班，各村（社区）也纷纷组建相应小组，并建立司法、道德和行
政三方调解人力资源库，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同时，以“321”基层
治理模式为依托，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建立了系统的排查调处、汇总研
判及上报制度，明确“三调终结”规则，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处理。

以白鱼河村村民张某某与黄某的纠纷为例， 双方在道路通行时发生
口角，进而升级为肢体冲突，致张某某受伤并被鉴定为轻伤二级及十级伤

残。 张某某诉至法院索赔 15 万元，因赔偿金额分歧较大，矛盾升级。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不能让矛盾越闹越大，一定要妥善解决。 ”白鱼

河村村委会率先介入。 村委会积极与双方沟通，深入了解情况后制定调解
方案，并动员双方亲朋好友参与调解。但双方情绪激动，调解陷入僵局。随
后，恒口司法所迅速安排人民调解中心调解员，联合恒口法庭及社区民警
共同调解。 法官通过现场说法，增强了双方的法治意识。

“你知道自己有错在先，拿出诚意解决问题，大家还能和睦相处。 ”“大
家邻里一场，对方也不是故意的，适当降低赔偿要求，对今后生活也有好
处。 ”调解员与双方进行“面对面”“背对背”沟通，在了解黄某经济能力及
赔偿意愿范围后，从法律与情理多方面进行释法析理。 于是，双方各退一
步，黄某同意承担张某某损失，张某某也将赔偿金额降了，当场签下调解
协议书和谅解书，黄某当即筹款一次性支付并赔礼道歉。 最终，在司法力
量的指导下，在道德力量的感召下，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双方激动的情
绪慢慢缓和了下来，在和气中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成功化解了一场邻里纠
纷矛盾。

“在农村，民事矛盾纠纷问题很多，不仅需要法律强制性规范，更需要
法律性人文关怀，‘三力联调’ 模式为民事矛盾纠纷提供了很好的解决途
径。 ”恒口示范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德治”润心，“说论亮”弘扬文明新风

今年以来，恒口示范区持续以“孝义新风进万家”为载体，将推进崇德
向上幸福恒口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全面推行“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道
德评议机制。 通过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行崇德，确立德治“风向标”，充
分发挥社会舆论在道德方面的说服力与影响力，促使凡人善举不断涌现，
向上向善之风在当地盛行。

以月河村为例，其“道德评议委员会”整合了多方面力量，包括班子成
员、村组长、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乡贤能人和群众代表等，各方齐心协力
推进道德建设工作。 村“妈妈卫生检查团”则充当文明传播的先锋，在道德
评议机制的推动下，定期开展入户检查。 正如村民王大妈所说：“以前村里
卫生习惯差，垃圾乱扔，在道德评议的推动下，大家都不好意思邋遢了，都
争着把家里家外打扫干净，这日子过得更舒心。 ”

在今年的每一次道德评议会上， 月河村干部和乡贤能人都积极宣讲
村庄发展规划以及孝善行为的重要性，宣讲团成员详细解读孝义文化，带
动村民踊跃参与“五美庭院”创建。 在此过程中，“说论亮”道德评议制度有
效运行；“群众说”让大家畅所欲言，把村里的大小事摆到台面；“乡贤论”
借助乡贤的智慧与威望分析问题、化解矛盾；“榜上亮”则让好与坏一目了
然，便于群众监督。 特别是，为激励村民见贤思齐，学典型、争先进、树文
明，月河村利用孝义文化长廊、宣传栏、道德讲堂等载体，把评选出来的道
德典型事迹“上榜、上墙”，形成示范引领效应，让良好道德品质看得见、摸
得着，进一步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移风易俗的观念深入人心。

“好婆婆”“好媳妇”……一个个身边“名人”，通过道德评议会诞生，成
为群众学习赞扬的“好榜样”。 如今，在月河村，道德评议会的作用越来越
凸显，文明新风逐渐在这里生根发芽，铺张浪费的人少了，孝老爱亲的人
多了；房前屋后的垃圾不见了，“五美庭院”户数越来越多了；讲文明、讲礼
貌、互帮互助蔚然成风。

当下，众多先进典型在月河村乃至恒口示范区不断涌现，如省级“陕
西好人”“道德模范”，市级各类模范以及“十大孝子”“最美家庭”等，他们
的示范引领作用如同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让文明风尚在恒口大地深
深扎根，让“无形之德”转化为“有形之得”，从“一时兴起”转变为“持之以
恒”。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走好新时代基层治理之
路，任重而道远。 下一步，恒口示范区将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在自治中激发群众活力，于法治里彰显公平
正义，借德治厚植文明沃土，持续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让治理成效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一步一个
脚印，走得更加坚实、更为稳健，书写基层治理的精彩华章。

道德评议会

矛盾调解

文明宣讲

表彰孝义新风模范
““妈妈妈妈卫卫生生检检查查团团””开开展展义义务务巡巡逻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