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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二十载，“赶考”路上看浙江
赵 晴 方守漂 周 可

二十年前，“千万工程”开启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浙江将“千万工程”视为孕育珍珠的贝母，将无数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从曾经的“脏乱差”，嬗变为

一颗颗温润而隽永的珍珠，打造成城乡共同繁荣的实景案例，引领山乡巨变。

二十年锲而不舍，“千万工程”深刻改变了浙江乡村面貌，一幅幅描绘在之江大地上的“青山绿水、人合共美”画卷正徐徐展开。而从那些点缀在山峦江河之中

的重点工程，也可以窥见浙江创造历史的辉煌痕迹。

二十年久久为功，在新时代深化“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途中，浙江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作为基础和支撑，坚持把首创的“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作

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载体，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探索形成一条浙江特色基层民主法治先行的发展道路，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两个高水平”建设夯实民主法治基础，书写基层依法治理的“浙江答卷”。

百倍其功，终必有成。在一以贯
之的落实中，近年来，浙江不断深化民
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实施“三年行动
计划”“五年倍增计划”等专项行动，持
续总结经验，创新创建内容，完善创建
标准，逐步形成了“连点成面、连面成
群，县、市、省逐级提升”的民主法治村

（社区）全景。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市级以上

民主法治村（社区）21019 个，其中国
家级273个，省级4844个。

漫步在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
一边是茶园、荷塘与绵延的山脉，一
边是文艺古朴的低矮院墙，仿佛置身
画中。“得益于民主协商，83 天就让
30 多户农家院墙实现由高到低的改
造。”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古城村构
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村级事
务民主协商机制，通过解决“议什么、
谁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等问题，
实现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
好局面，促进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
发展。

从有形协商到无形的制度建设，
以小古城村的实际成效为缩影，在法
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
主，不断健全制度体系是必由之路。

为此，浙江强化顶层设计，以引领
创动力。“省两办”制定出台《关于深入
推进“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进一步
加强和创新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意

见》，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普法办制
定出台《浙江省省级民主法治村（社
区）建设指导标准》，湖州市和安吉县
分别发布《美丽乡村（居）民主法治建
设规范》地方标准，其他地市也纷纷
出台《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动
态管理办法》等指导性文件，有力
提升了民主法治（社区）建设工
作规范化水平。

村（社区）一级也结合实际制
定了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议事决策规则，并全面建立了村

（居）民大会制度、代表会议制度、民
主评议制度、村（居）务财务公开制
度、村工程招投标制度等，如湖州市
吴兴区妙山村制定“村事民定”制度，
走出一条共商、共信、共享共建的治
村理事新路子。淳安县下姜村将村规
民约化繁为简，形成一目了然、通俗
易懂、切实管用的《下姜村规民约十
条》，重点突出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
并制作成漫画折页，发放到全村农户
手中。

指引高度 健全制度体系，以引领创动力

普法重在深入人心，如何将法治
文化更好地深入基层，以声入脑，以
眼入心，成为深化“民主法治村（社
区）”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浙江坚持“一村（社区）一品”，大力
推进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
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积极推动法
治文化进农村文化礼堂。各个乡村

（社区）也通过自身地域、文化等特
色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普法创意，

形 成 了 一 大 批 特 色 鲜 明 的 精 品 村
（社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营造了良好的法治
氛围。

在 宁 海 市
博 儒 桥 村 ，
600 多 户 农
户 无 偿 提
供土地，
将 闲

置用房改造成法治书屋，建成 19 个
组级的融合了民主法治、平安建设、

美丽乡村等元素的宣传教育
阵地，实现网格小组“15 分

钟民主法治惠民圈”全覆
盖，让广大村民在门前

屋后就能感受法治熏
陶。

平 阳 县 鸣 山
村通过将法治元
素 与 蛋 画 、陶 瓷

工艺等非遗文化产
业项目相融合，推出

鸣山陶苑“法治廉政专
柜 ”，打 造 法 治 非 遗 品

牌，激发非遗文化产业新
活力。

嵊州市东王村筹建起了
嵊州市唯一一个村一级的法治游学
基地——法治馆，将越剧文化融入
法治精神，成功打造了“越剧·法”法
治宣传教育新模式。

江山市早田坂村则打造了诗画
法治风光带，建了一面法治景观墙

（宪法宣誓墙）、创作了宪法主题墙
绘，树立着“三治融合”宣传牌、配备
了《民法典》宣传栏及防范新型电信

网络诈骗专题宣传栏等，还将法律
服务融入微信“村情通”系统，成为
干部群众学法的重要场所。

以数字化改革为突破点，则是浙
江 全 面 播 撒“ 普 法 种 子 ”的 智 治 手
段。“八五”普法以来，浙江积极探索
运用数字化手段迭代推进基层依法
治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
创新。2022 年在全省贯通省级民主
法治村申报命名系统，实现了创建
工作的“零台账、零签章、零跑路”；
同时搭建以短视频普法为主要形式
的“浙里普法”线上学法平台，探索
运用二维码将平台入口铺设到乡村
法治宣传阵地，实施“码上学法”，学
法平台上线 8 个月来，注册用户超过
100 万人。

刻画维度 营造法治氛围，以创新入民心

（本版图片由浙江省司法厅提供）

“村里的财务、党务、事务不仅晒
在村委会的公示墙上，现在打开手机
也能随时随地查看。”来自苍南县中
魁村的村民拿出智能手机扫了扫家
门口的二维码，全年度和各季度的财
务收支明细表便一一显示，所有项目
类型与金额数据一目了然。这便是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魁村在民主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千万工程”以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是得
到广大农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民心工
程。而以“千万工程”为内涵持续深
化的“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则也
将 核 心 内 涵 切 实 深 入 基 层 ，让 村

（居）民学会当家做主，自己的事自
己管。

浙江通过推进村级重大事务
“四民主三公开”和决策过程“五议
两公开”，进一步落实了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通过
健全民主制度，使群众的民主权利
得到了切实尊重和保障，约束了村

（社区）干部行使职权的随意性，增
强了干部主动为群众办事和自觉接
受群众监督的意识。

从浦江县石埠头村严格执行
“四议两公开”制度，村务事项决策
均需先过法律关，实现“重大决策群
众参与、权力运作群众监督、工作好
坏群众评说“；到开化县翁村村推出

“说说翁村”的特色村民议事模式，
将村里的大事小事全部公开评议，
共同协商处理；再到岱山县火箭村
推动“一乡（镇）一法庭”“一村（居）

一法律顾问”“法律进社区”等模式，
有效整合司法力量，形成矛盾纠纷
化解新机制。一个个以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
心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活动也在全
省农村（社区）全面展开。

近年来，浙江还坚持“村里的事
情大家商量着办”，因地制宜创设嵊
州“民情日记”、象山“村民说事”等
基层民主协商机制，以村民自治制
度为本，推广民主恳谈、“五议两公
开”、村民票决制等民主自治形式，
不断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形成了良
好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同时，在
各行政村建立了“村委组织、户长牵
头、群众参与、各方配合、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的农村治安防范长效机
制，有利于提早防范和及时化解基
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千万工程”已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探索树立了一个标杆、一个榜
样、一个坚守。新的“赶考”之路上，

“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该如何持
续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又该如
何思辨应辩？“浙江将把民主法治村

（社区）建设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去，以党建
引领创建、自治推进创建、法治保障
创建、德治巩固创建的思路，以数字
化改革为牵引、以落实普法责任制
为动力、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为重
点，奋力描绘法治护航强村富民新
图景。”浙江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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