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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常山县新昌乡达塘村的“早上
好”家文化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带头
作用，激发村民的治村主人翁理念，释放强
大治理效能的鲜活样本。“早上好”家文化不
仅在本村起到优化治理的效果，让村民一起
致富，同时还通过村村联建，使“一村好”变

“村村好”，放大共同致富的效应。

新模式引领村蝶变

“早上好”家文化治村治理模式是把村
庄当作“大家庭”来经营，通过浓“家情”、守

“家规”、正“家风”感染村民、唤醒村民，实现
邻里之间更加和睦、村民素质更加优化的乡
村治理模式。“早”，是一种状态，发展要起
早、赶早、争早；“上”，是一种劲头，要干、要
冲、要拼，争上游、创标杆；“好”，是一种追
求，要让村子好起来、村民富起来，事事好、
人人好、村村好。

2017 年在外经商的陈重良响应组织号
召回村，把抓支部、强引领放在首位，从起早
了解村民需求，到融入企业“早会”，汲取曾
国藩“早起”家风、鲁迅“早”的故事等内涵，
形成指引达塘发展的“早上好”家文化。在
此引领下，达塘村强化了村集体的组织力
量、改善了村内的生态环境、开发了本村的
优势产业、产生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在短短
时间内达塘村有了显著的变化，实现从“落
后村”“矛盾村”向“先进村”“明星村”的蝶
变。

家乡人治理村里事

引贤回村，发挥领头雁作用。选好一个
人，带活一个村。村支书是带领村子发展的

“领头雁”，能力素质直接关系村庄发展，关
系村民福祉，必须牢牢抓住“头雁”队伍建设
这个“牛鼻子”。为了强化农村集体的战斗
力，让寓外乡贤成为加快乡村发展的推动
力，达塘村抓住村(社)组织换届选举省级试
点契机，推出“请贤六招”，即领导请贤、乡贤
荐贤、实战选贤、事业招贤、上门引贤、退位
让贤等，招引乡贤能人回村任职。

细化治理网格，凝聚多方力量。坚持做
细做实衢州特色的新时代“三联工程”，把全
村划分为“三格六区”，建立健全“1234”管理
机制，即“一规”（完善村规民约）、“两到”（开
会到户、政策到户）、“三访”（两委干部周访、

党员月访、网格员随访）、“四包”（网格长包
片、老干部包片、村民小组包片、乡贤包片），
充分发挥网格员、治保调解员、红色老娘舅
等作用，将矛盾纠纷解决在网格内，实现“微
事不出户、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

家理念树立新村风

浓“家情”，组建大家庭。通过树立达塘
是个“大家庭”的理念，把发展的关键落在

“家人”的团结，村两委班子率先垂范，约法
三章，工作上把村民的事当作自家的事。达
塘村始终围绕群众开展工作，坚持人民至
上，群众事，群众办，群众的事，群众说了
算。群众出题打分，群众全程参与，最终让
群众受益。

守“家规”，办好村里事。党员干部带好
头，村民才能守规矩。针对村干部承揽工程
项目的问题，村两委定下“三个一律不得”铁
纪，即两委干部及其亲属一律不得参与村内
工程项目，一律不得接受工程项目方请客吃
饭，一律不得收受工程项目方任何好处。“有
事摊桌面、遇事多开会”，凡是重要事项，件
件走程序依规办。

正“家风”，凝聚村里人。家风是一个家
庭重要的精神内涵。达塘的“家风”就是以
和为贵，以善至上。聚焦“亲有礼”，户户晒
家风家训，人人讲家风故事，年年评最美家
人。聚焦“帮有礼”，成立“早上好”共同富裕
促进会，发动干部捐服务，乡贤能人捐资金，
妇女同志捐劳力，年轻大学生捐文化，为村
民拍摄全村福，邻里守望蔚然成风。聚焦

“评有理”，把乡村振兴讲堂作为基层治理的
主载体，群众担任“公证员”，矛盾双方打开
天窗说亮话，有理无理大家评。广泛开展

“晒家风家训、讲家风故事、评诚信家庭”等

系列活动。

修建兴村同走致富路

带动村民致富。“早上好”家文化把致富
善治作为主脉络，打好“规划、整治、盘活、经
营、兴业”系列组合拳，坚持生产、生活、生态
一起抓，统筹推进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研学
培训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
理念，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开发山水
资源，发展观光旅游等产业。依托生态优势
流转 200 余亩山林种植桃树，配套建设景观
节点、游步道、观景台等设施，打造集赏花、品
桃、观光摄影于一体的“石林桃园”，连续举办
4 届“桃花节”，每年吸引游客 30 余万。以村
集体平台为载体，农户将山林田地资源流转
至集体，由集体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
获、统一销售。复垦300余亩荒田，建设茭白
产业基地，推出套餐产品，增收近 700 万元。
深入围绕“早上好”内涵，提升品牌附加值，实
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升级文化礼堂
为“早上好”文化展示馆，开发“早上好”文化
系列精品课程，输出“治村经”，将“早上好”治
村理念推向全国，吸引全国20余个省市超10
万名学员前来学习，在山东济南市、河北邯
郸和保定市设立“早上好”研学基地。村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从 2017 年的“零”收入到如
今的超百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跃升至 2.9 万
元。

村村联建同走致富路。达塘村面对发
展不平衡、事业做不大等问题，突破固有地
域区划、行政壁垒等因素限制，探索推行党
建联建抱团发展模式，通过思想、人才、资
源、模式、感情“五个联通”，走出一条致富善
治之路。如今“早上好”走出达塘村，把新昌
乡 10 个村凝聚成一个家，探索出一套“家文
化”治村法，推动“早上好”文化转化为“早上
好”平安、“早上好”共同致富的美丽画卷。
通过村村帮，实现抱团发展。达塘村茭白丰
收，黄塘村的群众帮忙抢收；郭塘村举办“赏
月季·喜迎客”活动，其他村派人当志愿者。
达塘村和黄塘村、郭塘村“三塘抱团”，3 个村
的“60后、70后、80后”3位书记结为师徒，都
被评为省级兴村（治社）名师、2 位获评浙江
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通过“握指
成拳”“抱团发展”，开展“早上好”“村村联
建”，借助村企结对、山海协作平台，全县各
村合资建光伏、联手种丝瓜、连片搞旅游、抱
团搞经营，有望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年年
攀升。

（浙江省委党校 梁晓敏 常山县委政
法委 江昕）

“早上好”支部书记研学基地

村务大家议 村事大家干 村风大家树

常山巧用“早上好”家文化治理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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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乡达塘村全貌
图片由常山县新昌乡提供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小网格”
撬动“大治理”蕴含了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
理的“大智慧”。近年来，为有效应对问题线
索传递不畅、网格员法治能力不足等治理难
题，西湖区检察院与翠苑街道合作构建网格
化检察e站，通过联动共建“网格检察室”、检
执联动平台、创新“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检察监督新模式等，推动检察职能深度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助力打造高效能、更智
慧的网格化治理新模式。项目启动以来，通
过多次合力开展法律监督、未成年人保护、
普法宣传等工作，为群众构建了更安心、更
舒心、更放心的生活环境，也为推动基层治
理现代化开拓了新思路。

工作联动：“网格+检察”
让基层治理更高效

针对基层网格问题线索传递不畅与检
察监督信息收集渠道有限的难题，西湖区人

民检察院与翠苑街道办事处签约共建“网格
检察室”，一方面利用网格员量大面广的优
势收集问题线索，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平台对
接、线索传递、工作会商等联动工作机制，破
除“线索管理不规范、线索传递不及时、线索
利用不高效”等桎梏，以“网格+检察”的叠加
优势，推动基层治理更高效。

今年 8 月，为积极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前期网格
线索传递和多次会议研商的基础上，翠苑
街道与西湖区检察院联合开展针对“超市
盗窃”系列案件的综合防范治理。期间，联
合组织现场调研 3 次，召开检察院、街道、公
安、社区、超市参加的联席会议 4 次，张贴

“预防盗窃警示牌”200 余份，居民入户普法
宣传 500 余次，检察官“法治进社区”讲座 3
场，有力推动了检察职能进网格、犯罪预防
在网格、营商助企到网格。“网格+检察”的
工作联动机制，实现了部门和社区的双向
赋能，为激发基层治理新效能提供了创新

路径。

数字赋能：“线上+线下”
让基层治理更智慧

在建立健全工作联动机制的基础之上，
网格化检察 e 站通过畅通线上流转、构建工
作闭环等形式，助力基层治理智慧化水平的
提升。

依托线上平台系统，推动数据信息共
享。依托翠苑街道“民呼我为·基层智治”系
统，构建信息收集、汇总、分析、研判、流转、
反馈为一体的数据共享模式，推动社区网格
与区检察院开展问题共治、矛盾共化、工作
共推。针对未成年人出入娱乐场所的社会
治理难题，西湖区检察院与翠苑街道主动作
为、联合牵头，围绕“娱乐场所未成年人监管
一件事”主题，由公安、行政执法、市场监管
等多支队伍对辖区内酒吧、娱乐场所等联合
开展检查，检察机关现场法律监督，为未成

年人成长营造了良好环境。
用好线下沟通交流渠道，破解基层治理

难题。在运用线上平台推动社区网格与区
检察院协同共治的基础上，通过线下网格增
强问题线索发现，汇聚多部门合力，提升为
民服务效能。今年初，翠苑街道某规上企业
通过网格化检察e站反映公司客户信息被泄
漏问题，区检察院及时监督公安机关侦查并
积极审查，有效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监督融合：“检察+执法”
让基层治理更精细

为有效解决“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赋权后镇街法治监督力量不足问题，西
湖区检察院与翠苑街道共同探索创新“检察
监督+行政执法监督”协同工作模式，以监督
体系融合释放法律监督效能，推动基层治理
更精细，促使执法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以组织衔接为基础，促进监督力量整

合。检察院与翠苑街道共同探索搭建检执
联动平台，以“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理
念为引领，在街道层面设立检察官驻队办公
室，派驻检察官对行政执法案件开展线上线
下监督、重大复杂案件指导、疑难法律问题
探讨，通过检察监督共同推进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打造具有翠苑辨识度的改革成果。

以业务融合为重点，强化联合监管效
能。聚焦基层治理的难点痛点，从“监管一
件事”改革入手，开发综合性执法监管应用，
借助指挥平台推动联合监管。今年以来，翠
苑街道通过监管指挥平台共发起联合检查
43次，累计检查商铺670家，立案查处80件，
赋权事项实施率达到 60%。特别针对翠苑
文教区学校多的特点，组织开展校园安全联
合检查 14 次，查处违规办学 2 起、无证经营
14起，校园安全防护水平明显提升。

（浙江省委党校 唐京华 西湖区翠苑
街道 何丽娟 西湖区检察院 张永睿）

筑强“小网格”撬动“大治理”

西湖区打造网格化数字检察项目

为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经宁波市委组织部授权，以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政法系统“双百政法英模”、全国
法院先进个人等荣誉获得者黄文娟法官命
名并担任负责人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工作室落户宁波鄞州法院，并率先试点
探索“立审执一体化”办案新模式。该工作
室始终以司法为民为宗旨，坚持“三个一”

工作机制，用最少流程、最短时间、最优服
务、最好体验，让当事人的“一件事”在“一
个地”得到最实兑现，依托“全域数字法院”
建设成果，为当事人提供诉前调解、立案、
送达、审判、执行全流程、闭环式的司法服
务。成立以来，先后获评宁波市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鄞州区“巾帼文明岗”等荣誉。

秉承“一件事”理念
突破立审执壁垒

工作室将党建引领作为强引擎，不断
创优人员配置。工作室由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黄文娟法官领衔，优秀青年党员
参与，专门成立党支部。同时，与宁波中院
民三庭党支部结对共建，以共建促党建，以
党建促业务。在办案理念上，工作室不断
强化系统观念，高质高效办理各种案件。
坚持调解优先，力争实现案结事了，成立以
来办理案件的民事可调撤率达 90.76%。守

牢公平正义生命线，各项审执质效指标领
跑全院。

“便民利民”是文娟工作室最为显著、鲜
明的为民特征。工作室始终践行“四不”承
诺，坚持“不让群众等太久”，做到当天立案、
当场接待、当月调解、当判立判，个案平均审
理期限 34.84 天，当庭宣判率 80.73%；坚持

“不让案件转多手”，实行一个法官团队提供
“诉前调解、诉中审判、诉后执行”的一站式
服务，超过 90%的纠纷实现“一件事”解决；
坚持“不让百姓跑远路”，线上诉讼办案运用
率达 96.58%，98.8%以上的裁判文书通过电
子送达。坚持“不让纠纷留后患”，努力实现
案 结 事 了 人 和 ，成 立 以 来 服 判 息 诉 率 达
99.56%。

突出“一次办”导向
重塑立审执流程

工作室采用立案首问负责，促进立审

融合。首创法官轮值制度，当值法官团队
承办当日窗口立案案件。当事人立案后，
值班法官对当事人不充分、不准确的主张
和证据等进行释明告知，便于当事人及时
补充完善。首问法官团队同时负责衔接之
后的诉讼和执行全流程，对审判案件终身
负责，压缩分案流转环节。

针对当事人最为关注、保障当事人胜
诉权益的执行案件，工作室一方面坚持执
行督促前置，实现审执兼顾。在审判环节
提前摸排被告的收入来源、财产等情况，
评估履行能力。审判中提前释明不自动
履行的后果，促进更多案件自动履行，目
前仅有 16.75%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推
进以执促审，通过常态化收集执行中发现
的审判问题来改进裁判质量。另一方面，
发挥保全作用，提升执行效率。加大以保
促执、保调结合力度，对保全申请确保 24
小时内完成；成功保全后优先引导调解。
在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探索在审判阶

段提前冻结被告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提
升当事人履行意愿。对存在足额保全的
案件，由审判法官作出扣划裁定，大大提
升执行款发放效率。

放大“一体化”优势
凝聚立审执成果

法院内部，规范、高效的工作流程离不
开细化、科学的机制保障。工作室重视制
度强基，先后出台《文娟工作室实施方案》

《文娟工作室立、审、执一体化工作规程》，
制作审执衔接流程图，对立案、分案、调解、
送达、审判、执行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进行
细化，落实各节点目标与责任。

走出法院，工作室不断延伸职能，源
头化解纠纷。依托文娟驿站、共享法庭等
载体，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打造速调
解纷、司法协助、法治宣传“前哨站”。组
成“小巷法官”团队入驻鄞州区南部商务
区共享法庭，有效推进南部商务区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将司法触角延伸到商圈
前沿。同时，积极发掘司法裁判的规则引
领与价值导向功能，促进成果转化，让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开设

《文娟有约》视频普法栏目，挖掘制作精品
案例，通过相关媒体向大众传播，让普法
宣传接地气、见实效。

鄞州法院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工作室

立审执一体化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吴佳乐 咏 絮

黄文娟法官正在接待当事人 鄞州法院 邵雪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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