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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推行政企共建农村公共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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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委托代办或
咨询办证、落户、低保、建房等 130 多
项与农村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
政服务；

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招聘应聘、产
床预约、环保回收，甚至紧急救援、慈
善捐助、纠纷调处等 50 多种贴心周到
的社会服务；

在这里，你可以获得取款、交电
费、充话费，或代购团购、预订车票机
票、销售农特产品等五花八门的市场
服务。

⋯⋯
村民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服

务。如今在遂昌，已有 27 个村级便民
服务中心通过全面的机构与功能重
组，转型升级为“进一个门，办样样事”
的全职管家式公共服务平台。到今年
底，将有 150 个村实现这种集行政服
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于一身的组团
式全方位公共服务。预计到明年上半
年，全县 203 个村便民服务中心全部
打造为“升级版”。

有关专家认为，遂昌的这一新探
索，对推进全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
区农村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服务均等
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穿村而过，
青翠竹林掩映着沿溪而居的人家，走
进三仁畲族乡排前村，看到的仿佛是
一幅纯净秀美的乡村山水画。

不过，更为 800 多位村民津津乐
道的，却是村便民服务中心，因为他们
在这里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了
各种便捷的服务”。

排前村便民服务中心由小学旧校
舍改建而成，两层的砖瓦房显得有些简
陋，但整洁而温馨。“盛君飞，网购智能手
机；雷桂明，代充话费50元；钟天真，助
农取款500元；朱金洪，网上登记卖土鸡
信息⋯⋯”记者翻开专职代办员叶宗霞
记录的这本厚厚的登记簿，里面的内容
虽然简单，但几乎每一条记录的背后，都
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53岁的村民朱金洪家里养了20多
只土鸡，虽然不多，销售却成了他最头
疼的问题。于是，他来到便民服务中心
求助。令朱金洪倍感意外的是，叶宗霞
把这一信息登记到“便民中心网上商
城”后没几天，就接到上海、宁波等地买
家的来电，有一位杭州的买家还特地跑
到他家，与他约定长期采购。“原先我只
卖30多元一斤，现在75元一斤，还供不
应求。”朱金洪竖起大拇指乐呵呵地说，

“便民服务中心真好！”
叶宗霞还有一个厚本子，每张纸

的背面都贴满了一张张取款凭条。“代
村民取款，是中心最受群众欢迎的服
务之一。”叶宗霞告诉记者，仅今年以
来，她就已为村民取款10多万元。

“我就是这里的常客。”正好前来取
钱的王方强老人说，以前他取几百元
钱，都要跑一趟乡里，费时不说，光是来
回路费就要5元钱。“现在，我遇到什么
事都不用再往乡里跑，只要找小叶就可
以了。最让我们这些老人开心的是，买
东西也不用到处跑了。前几天我还叫
小叶帮忙上网买了一台唱戏机，比县城
店里还要便宜200多元呢。”

现在的排前村便民服务中心，是
“省级十佳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还被村
民形象地称为“少数民族之家”、“老人
之家”。“村民尤其是老人攒几元钱特别
不容易。他们能这样信任小叶，是因为
中心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实惠和便利。
现在，有些村民连家里摆喜酒买食材也
找她代购。”村党支部书记王东豪说，

“不仅村民离不开便民服务中心，村两
委也离不开叶宗霞了，已把小叶聘为村
报账员。大家都希望她能长期留在这
里为村民服务。”

从2012年6月入职，到如今被评为
“省级十佳代办员”，性格直爽的叶宗霞
坦言：“我们便民服务中心有句口号是，
待人如待家人、办事如办家事。虽然专
职代办员的报酬不高，每月只有1000多
元，但能为村民提供那么多的服务，村民
也越来越信任我，甚至视为家人一样。
我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为民办事的窗口——

贴心周到
好管家

如果不是一年前应聘成为石
练镇景新村便民服务中心专职代
办员，江巧燕现在恐怕还是个一
心扑在家务上的家庭主妇。

景新村是一个2009年才安置
结束的移民村，290 多户村民分别
来自景宁县的 6 个乡镇 38 个村。

“大多数村民本来就相互不熟悉，
再加上搬到另一个县，这些客观
存在的‘隔阂’，使大家都有点无
所适从。”江巧燕怎么也想不到，
她去年那次有些冲动的应聘，竟
使自己成为上千村民融入当地的
见证者和助推者。

景新村便民服务中心就设在
村口最显眼的地方，三面敞开，一
进门就是一台液晶大彩电，对面摆
放着一条长椅子。“今天有点冷，没
什么人来。要是平时，这里可热闹
了，村里的老老小小都喜欢聚在这
里办事，聊天，看惠农政策宣传
片。”江巧燕告诉记者，刚开始，不
少村民担心自己初来“异乡”，办事
可能会遭刁难，“他们和我一样都
没想到，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各

种事情，几乎都可以通过便民服务
中心轻松地代办或解决，甚至还可
以拿到来料加工等业务，很顺利地
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在中心看
到网上购物这么方便，很多村民还
纷纷添置电脑，成为网购族。”

填平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各
种鸿沟，实现农村惠民服务由“最
后一公里”向“零距离”、“均等化”
突破，正是遂昌从 2012 年开始探
索政企共建农村公共服务新体系
的初衷所在。这个新体系，就是在
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依托各级
便民服务中心，引入市场化机制，
形成以非盈利组织为运营主体，以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以

“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渠道共用”
为特征的融合型服务网络。

用遂昌县委负责人的话说，当
地之所以率先探索这一做法，也是
被现实所逼。遂昌是一个典型的山
区县，全县90%是山地，农村人口居
住较为分散，最远的乡距离县城有
120多公里，都是崎岖山路，坐车要
3个多小时，办事很不方便，服务严
重缺乏。尽管3年前设立村级便民
服务中心，基本解决了部分村民的
政务服务需求，但受制于村级集体
经济整体薄弱、村干部待遇普遍偏
低、撤村并村遗留问题突出等因素，
大多数村级便民服务中心不能按照
要求开门服务，且服务内容单一，没
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与此相对，农村居民对改善生
活质量的需求越来越急迫，除了传
统的行政事务和民生需求外，还希

望得到信息、市场等服务；而金融、
通讯、保险等服务型企业也急于拓
展农村市场，却受独立运作成本过
高所困，举步维艰。

“民心所向，政府所需，企业所
求。”遂昌县委书记杜兴林对记者
说，政企共建模式，旨在从问题、民
生、发展的视角出发，对村级便民服
务中心进行全面的机构与功能重
组、升级，取市场运作之长，补行政
行为之短，将行政服务、社会服务与
市场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使

“村里人与城里人享受同等服务”，
还能充分发挥民事公开、民情收集、
民怨化解等作用，从而有效解决公
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企业服
务农村“供给碎片化”问题、农村公
共服务“信息空白化”问题，并有效
提升农村民主自治能力，推动形成
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文风尚。

为此，遂昌在2012年成立县便
民服务中心运营总部作为第三方机
构，具体负责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
组织的资源，对原有的便民服务中
心进行试点改造、升级，以“专人+专
业”的新方式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

升级后的便民服务中心，叫好
的不仅是村民，还有村干部。“在我
们村，专职代办员列席村两委会议
已成惯例。”石练镇姚埠村党支部书
记黄桂兰直言，偏远山区村干部待
遇不高，平时也要忙于生计，能提供
的服务很有限。便民服务中心升级
后，不仅有村干部轮流值班，更有专
职代办员天天坐班，从上午9时到
晚上21时都在岗，不在岗时也能随
叫随到，“等于村里有了一个‘全职
管家’，啥事都有人照料。”

百姓便捷的大门——

政企共建强活力

省委党校教授王国勤、陈旭峰、刘力
锐：政企共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遂昌模式，
在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它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重塑政
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主
导、企业参与、社会运营的“三位一体”的现代
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了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
中政策制定、监督管理等作用，以公共权力促
进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充分发挥了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地位，使企业能够通
过提供组团式服务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
当中来；充分发挥了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
理中的主体地位，使社会组织成为提供农村
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

柘岱口乡五星村开车到县城需
两个半小时，前段时间，村民周志生
骑电瓶车摔倒，伤情严重，乡便民服
务车及时将他送到县城医院，争取
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在偏僻落后的
应村乡东源村高山自然村，17岁的
高中生应晓健被查出双肾衰竭晚期
后，县便民服务中心运营总部全力
帮助筹集爱心款50万元，使原本打
算放弃治疗的他，看到了重回校园
的希望；在遭遇特大洪灾的遂昌西
部地区，便民服务中心全面动员救
灾、赈灾，仅用了三四天就送去价值
近20万元的救灾物资⋯⋯

政企共建试点两年多来，公益
性是便民服务中心的一大亮点。
这体现在便民服务中心包括代写
文书、复印打印、代购配送等所有
服务项目都不向村民收费，还有常
态开展的“善行乡村、和谐乡村、幸
福乡村”主题活动，也体现在专职
代办员“只要您来找我们，其他的
事情我们帮您办”的服务理念上。

“我们要求每名专职代办员都
要时刻牢记‘待人如待家人，办事如
办家事’的服务标准。”遂昌县便民
服务中心运营总部负责人叶伟军对
记者说，便民服务中心的公益性，是
其存在的根本目的。一旦脱离这一
点，政企共建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试点一开始，我们就设置‘不准损
害群众利益，不准损坏政府公信力，
不增加加盟企业负担’这‘三不’高
压线，确保政企共建真正成为服务
于民、便利于民的民生民心工程。”

打造便民服务中心升级版，标
准化建设是重中之重。遂昌明确
规定政企共建必须严格按照“群众
有需求、村两委有意愿、乡镇政府
有规划、主管部门有许可”的流程，
签订《入驻协议》。同时，不仅运营
机构有准入制度，提供服务的企业
也要严格执行服务事项准入制度，
先后经专家组成的工作指导团、县
领导主持和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
联席会议审查通过方可进驻。

从设置、服务，到评价和监督，
如今的遂昌便民服务中心已实现
全程标准化，仅各种规范就有 20
多项。目前，遂昌参与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服务规范、农村综合改革标

准化的国家标准，以及《浙江省乡
镇（村）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的起
草制订，受到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专
家和省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同时
还被列为全国农村深化改革“美丽
乡村”标准化项目试点。

今年1月至10月底，试点的27
个村便民服务中心共接待、走访群
众10万多人次、代办各类事项5.76
万件，代购等服务促成交易额1000
多万元，帮助村民销售各类农产品
近10万斤，为群众增收20多万元、
节支50多万元，募集各类慈善公益
款 100 多万元；代办行政事项同比
试 点 前 增 长 近 10 倍 ，办 结 率 达
98%，群众满意度达99%。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到遂昌实
地考察后认为，遂昌这一做法，有
效破解了山区农村公共服务投入
不足、力量薄弱、服务单一等问题，
使政府有效提升了服务效率，服务
企业拓展了农村市场，更重要的是
还提升了百姓幸福指数。

不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次
全新尝试，遂昌政企共建便民服务中
心模式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面临
诸多发展瓶颈：如何推动行政服务更
有效向下延伸，如何打破传统利益链
条束缚，如何有效监管等问题。

“仅从运营机构自身来说，目
前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存危机。”
叶伟军说，便民服务中心的人员管
理、运作及费用支出由运营总部承
担。运营总部的资金来源，靠的是
很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及
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商业类服务
的参与企业提供的业务佣金。

“便民服务中心的运营目标是
‘以中心养中心’。民生普惠越广，
中心发展空间越大。当前虽然存在
不少困难，但我们始终相信，只要一
直秉持‘服务为本、公益为先’的原
则，坚持‘先服务、后业务’，不断拓
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就一定
能取得农村群众的信赖，实现健康
运营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作贡献。”说起政企共
建模式的未来发展，叶伟军显得信
心满满，“今后一旦实现盈利，将抽
出一部分盈利收入作为助学、助
困、助老的‘公益关爱基金’。”

面向未来的路径——

乡村治理新坦途

大 田 村 便 民 服
务中心代办员谢金
婉（右一）在给村民
提供咨询服务。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上门慰问孤寡老人。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上门慰问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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