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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践行“后陈经验”，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善治的武义三问
宋哲源 李增炜 应佳丽

19 年前，武义白洋街道后陈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创新，后来被提炼总结为“后陈经验”。自

“后陈经验”诞生以来，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已经在浙江落地生根，覆盖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从最早的“治村之计”，逐步上升为“治国之策”，源

起武义的“后陈经验”，如今在全国69万余个行政村的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的经验，总是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完善、成熟，才能历久弥坚。再入武义，再看后陈，群山之间，已是一派新的风景。多年来，武义传承践行

“后陈经验”，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基层民主运行体系。以“后陈经验”为指引，武义孜孜以求的“善治之道”，正在让强村富

民的愿景一步步成为现实。

多 年 来 ，武 义 积 极 完 善“ 一 肩
挑”背景下村级组织运行“五个一”
工 作 机 制 ，以 村 务 监 督 委 员 会 为 平
台，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决 策 、民 主 管 理 、民 主 监 督 一 体 建
设，努力构建“权力受约束、村务全
公开、群众好监督、自我能纠偏”的
源 头 治 理 体 系 ，打 造 村 级 民 主 全 链
条闭环。

“我觉得这笔钱得好好用。不能
一分了之。”日前，在后陈村的“邻舍
家”议事会上，对于如何使用村里拿
到的 1000 万元征地款，村民代表各
抒己见。经过讨论，大家达成共识，
要用这笔资金扩建村里的厂房。一
段时间后，又有村民提议，应该再建
些 配 套 设 施 ，方 便 工 人 日 常 生 活 。
为此，村里再度召开议事会，并邀请
施 工 方 和 设 计 单 位 出 席 。 经 过 商
量 ，工 程 资 金 的 8% 将 被 用 于 宿 舍、
商超等配套设施建设。

“有了这些渠道，村民的纠纷越
来 越 少 ，参 与 治 理 的 积 极 性 越 来 越
高。”后陈村党支部书记吴兴勇说。
专家学者认为，“后陈经验”的实践
不 应 只 局 限 于 财 务 村 务 的 监 督 ，而
是可以沿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方向，作进一步延伸、完善。

后 陈 村 的“ 种 子 ”，在 武 义 各 地
各 领 域 的 基 层 民 主 实 践 中 生 根 发
芽 。 例 如 ，茭 道 镇 实 施 村 民 代 表 票
决制，实现“村级矛盾村民自治”；熟
溪街道设立“百姓议事点”，组建“熟
溪大妈”“小巷监事”队伍，把“后陈
经 验 ”的 探 索 带 进 城 市 社 区 的 监 督
治理。

践 行“ 后 陈 经 验 ”，人 民 群 众 是
主 角 。 武 义 所 形 成 的 成 果 ，“ 接 地
气”，也“冒热气”——民主选举上，
武义全省率先创新居民参选村干部
制 度 ，还 要 求 村 干 部 选 前 作 出 竞 职
承诺、创业承诺、辞职承诺，选后紧
盯“三项”承诺；民主协商上，持续推
动 村 民 说 事 议 事 主 事 ，开 展 民 主 恳
谈会、民主听证会、民主议事会和民
情沟通日等；民主决策上，做到群众
的 事 由 群 众 决 定 ，村 务 重 大 事 项 决
策推行“五议两公开”机制；民主管
理上，确保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权利；
民主监督上，涌现“新居民和合促进
会”“乡贤驻镇导师”等特色品牌，以
监督促选举、促决策、促管理、促协
商。

问基层 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干部权力虽小，但对群众利益
的损害，群众的感受是最直接的。上世
纪 90 年代末，后陈村和不少村庄一样，
由于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村集体资产
暴增。然而，部分村干部因缺少监督，
专权擅权，导致财务管理乱象频出，村
里三天两头有人上访。2 年里，后陈村
换了3任村支书。900多人的村子，“红
手印”就按了500多个。

因此，“后陈经验”的诞生，可谓是
因时因势的创新。在后续发展过程
中，坚持“规范用权”，不断加强对村级
权力的监督，完善村务公开，成了始终
不变的主线。

今年初，后陈村新建了一支群众
监督员队伍。由于同时推进十几个建
设项目，原先村监委的规模有些捉襟
见肘，为了补充村级民主监督力量，村
里从村民代表、离任村干部里确定了
第一批群众监督员，专门负责为村级
工程建设“找问题”“挑毛病”。在桐溪
镇芦溪村，仙溪自然村的村民过去若
想从三务公开栏了解信息，需走两公
里到上芦自然村，十分不便。为此，芦

溪村试点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把村
三务信息发进“村友圈”。 即使是在
外务工子弟和出门不便的村民，都能
实现村里有事“码”上知晓。

从最初的财务领域，到如今逐项
细化，武义对村级权力的监督体系，不
断向全过程、制度化、标准化、数字化
嬗变。

在监督流程上，武义完善升级村
务监督“20 条”，聚焦村务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梳理出台村级事务高频流
程 32 条，既做到按图索骥、规范办事，
也便于按图溯源、全程监督。在“一肩
挑”后村级权力趋于集中的背景下，武
义构建纪检监察、“第一书记”、村务监
督委员会和村民群众监督的“四位一
体”监督体系，横向强化村级党务、财
务、社务“三合一”监督。2021 年，武义
在全省率先开发建设“后陈经验”村级
事务数字化工作平台，集成村级工程、
资产资源等六大模块，实现村务事项
全部线上审批流转、行权留痕，一旦发
现问题自动预警。截至目前，武义已
经有 27 个村连续 16 年保持村干部“零
违纪”、村务事项“零上访”、建设“零投
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
录。

日前，武义举行“溯源新思想·从
‘后陈经验’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
研讨会。专家学者在会上表示，村监
委制度的设立，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
的村级权力结构，延伸拓展了党和国
家的监督体系。尽管时代环境变迁，

“后陈经验”仍对当前构建多元主体参
与的新型民主监督体系有着重要的启
示和实践意义。

问根基 把村级权力管得更好

作为“后陈经验”发源地的武义，
同时也是浙江的山区26县之一。如何
将“后陈经验”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发
展的胜势？随着共同富裕大背景下乡
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这是检验武
义基层善治成效的最直观体现。

以村务监督为切口，打造勤廉并重
的基层治理骨干队伍。村社干部的不
正之风及“微腐败”问题，是乡村振兴的
阻碍。“后陈经验”表明，乡村的和谐稳
定发展，离不开“干事且干净、干净加干
事、干事能成事”的村级公权力监督体
系。在武义，分管纪检的村党组织班子
成员 100%担任村监委主任。村监委
既要向村民负责，又要向村党组织定期
报告。每月 15 日，由村监委主任公开

“唱账”。通过强有力的村务监督，倒逼
激励农村党员干部清正有为，衡量带动
创富产业等干事实绩。

以基层民主为抓手，构建共治共
享的发展格局。随着时代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员、组织、资源开始流入乡
村。近年来，武义集成“五星三强”党
组织、清廉村居、民主法治村等涉村考
评制度，开展新时代“后陈经验”示范
村创建，发挥“提点扩面”效应，在新的
大环境下进一步激发基层群众首创精

神。在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下，村民
的声音更受尊重，村子与产业之间的
对接协作更加紧密高效。

几年前，武义履坦镇坛头村还是
个“破烂村”。在改造过程中，村里举
办了多次村民座谈会。积极性高涨的
村民，不仅纷纷建言献策，还自发贡献
老石板、古木梁等材料。来自兰溪的
投资者徐成斌开办了入住坛头的第一
家企业，给村里带来了咖啡馆、民宿、
画展等新业态。作为“新村民”的他广
受村民认可，高票当选为村委委员，并
成为武义县政协一村一委员的联系委
员。“新村民”的融入，开启了“一花引
来百花香”的局面，后续有 17 家企业
入驻坛头，村集体收入从 5 万元增长
到 140 多万元。

“后陈经验”在坛头的故事，也是
整个武义发展的缩影。近 20 年间，武
义村社集体经济总收入、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 5.7 倍、6.5
倍。乡村旅游、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
得到发展。2022 年，全县村社集体经
济总收入 4.7 亿元，同比增长 18.8%。
绿色转型、强村富民的愿景，正随着对

“后陈经验”探索的不断深入，一步步
走向现实。

问发展 以基层善治带动乡村振兴

武义组建“熟溪大妈”队伍，推动基层监督治理。 沈云建 摄

武义王宅镇乡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聆听群众诉求 沈云建 摄

武义奋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样板 何啸江 摄武义奋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样板武义奋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样板 何啸江何啸江 摄摄

后陈村内景 吴丁宁 摄

后陈村党群服务中心 沈云建 摄

后陈村俯瞰 （后陈村供图）

2004 年 6 月 18 日，后陈村成立全国首
家“村务监督委员会”。

（武义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