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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户主大会的时间在1小时左右，
但大会的准备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

去年 8 月，小浦村党总支书记周红
峰就带着村干部们为户主大会做起了

“预热”。“我们组织了民情大走访，充分
收集民情民意，并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
议进行分类梳理和分析。”

在走访中，不少村民提到了“口袋
公园”这个关键词。2023年，为了满足
村民宜居生活的需求，小浦村对新屋里
自然村一处闲置地进行改造提升，翻新
花圃、铺设塑胶地面、添置儿童游乐设
施，犄角旮旯摇身一变，成了村民茶余
饭后遛娃聊天的好去处。

新屋里口袋公园的试点深受好评，
其他自然村的村民都来询问能否推广。
于是，在1月20日召开的小浦村户主大
会上，周红峰现场宣布将口袋公园建设
纳入2024年民生实事项目，并对村民许
下承诺，“今年将继续新建3个口袋公园，
争取3年内实现自然村全覆盖，让口袋公
园装满每一位村民的幸福生活！”

据统计，在2023年度户主大会启动
前，长兴依托“三访三问行动”，即访民情、
访短板、访难题，问计普通群众、问计困
难群体、问计乡贤能人，累计收集各类意
见建议2449条，吸收采纳1753条，为后
续大会的顺利召开打好基础。

纳入更广泛的户主代表，充分保障
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借鉴户主大会
的这些鲜明特色，小浦村还大胆创新，
推出了村民代表扩大会议，在村民代表
的基础上，每个村民小组再推选 10 位
户主参会。

“相当于把一年一次的户主大会常
态化。”周红峰说，村民代表扩大会议可
以让广大户主提前了解村级“三重一

大”事项，有利于相关决策和工作的推
进，也进一步扩大了基层民主范围，有
利于促进和谐稳定。

这项创新带来的甜头，小浦村已有
体会。去年7月，小浦村协助镇里推进
郎山工业园区征地工作，共涉及农户
173 户，征地面积 256 亩，补偿金额高
达1500多万元。

镇里定了一个分期支付的方案，分
5年付清相关村民的补偿款。但老百姓
买不买账，一开始周红峰心里也没底。

没想到的是，村干部上门解释后，
村民们纷纷表示理解，第一时间就接受
了分期方案。在村干部上门之前，很多
村民已经通过村民代表扩大会议对相
关事项有了初步了解。“相信村干部，也
相信村里的发展，钱晚点拿，不怕！”村
民的话，让周红峰无比动容。

“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他认
为，户主大会和村民代表扩大会议等机
制，让越来越多的村民把村里的事当成

“家里事”“自己事”，归属感、主人翁意识
越来越强。“心齐了，再难的事都好办！”

如今，户主大会已经升级到 2.0
版，在人员上，改变以往仅本地村民参
加的限制，将新居民也纳入了参会对
象；在频次上，也不限定一年仅开一次，
鼓励创新和整合资源，有些村甚至每季
度、每半年就组织村民代表视察本村重
点工作进展情况。

历经 9 年，穿
越时空，户主大会
不断迭代升级，探
索更多基层善治
之道，成为推进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
生动实践。

村民归属感更强，村里事就是家里事

临近春节，长兴县虹星桥镇港口村
的文化礼堂暖意融融。中国结、红灯笼，
大厅里新年氛围“拉满”，750 户村民携
着老人、怀抱孩子，谈笑着从四面八方赶
来，不一会儿就坐得满满当当。

这是港口村一年一度的户主大会。
2015年，港口村在全省首创召开户主大
会评议村级组织工作机制，如今已经是
第九个年头。

户主大会，顾名思义，就是全村户主
来参加的大会。长兴县全面推广“户主
大会”制度，通过村书记述成绩、老百姓
评干部，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2022年该机制作为典型案例被纳入“一
地创新全省共享”的农村小微权力监管
应用。

户主大会如何促进基层治理？又怎
样开进群众心里？岁末年初，记者走进
长兴一场场户主大会，感受村民群众与
村级组织的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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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笔挺西装、戴着大红围巾，港口
村党总支书记裴昌良显得格外精神。

“2023年我们通过全域土地整治，引进了
稻蔬轮作等项目，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了256.3万元，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300
人，光劳务工资就发了156万元⋯⋯”配
合精心制作的 PPT，裴昌良生动幽默地
汇报着年度工作，引得台下村民发出阵
阵笑声。

村干部干得好不好，还得村民投票
说了算。为讨个好彩头，港口村的满意
度测评也是别具一格。现场展板张贴着
所有村干部的述职报告，每个名字下面
都摆了玻璃箱，旁边摞着一堆红壳花生
供村民们投票用。64 岁的裴其昌是港
口村41位帮扶对象之一，在村里的西蓝
花种植基地工作，2023 年通过劳务工
资、租金入股等方式增收 3.6 万元。他
乐呵呵地在村干部的玻璃箱里都投进了
花生。

除了花生投票，乡土特色贯穿着户
主大会的每一个环节。大会的主持由村
里一位在校大学生担任，从小看着长大
的孩子这么有出息，台下的奶奶、阿姨们
一边拍照一边啧啧称赞。

“刚台上唱村歌紧张不？下次再
配点舞蹈，更热闹！”“‘十星文明户’，
恭喜恭喜！颁奖的照片我拍了很多，
要发你不？”大会结束，村民们依旧聚
在 一 起 ，空 气 中 洋 溢 着 热 闹 喜 庆 的
氛围。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裴昌良和记
者聊起户主大会的由来。“这是一个穷则
思变的故事。”港口村因村里的轮船码头
而得名，曾是长兴县 18 个贫困村之一。
2015年，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孙根法挨
家挨户走访，发现村庄发展慢的根源之
一是群众对村干部不信任。

怎么办？再三商议后，老孙拍了板，
决定开一个全村的户主大会，把涉及村
里发展的大事要事都摆到台面上来共商
共议。第一届户主大会如期举行，孙根
法上台做了年度工作述职，有村民对村
级财务提出了质询。

“开大会就是为了直面村民的监督
和评议，有疑问，那就查！”老孙下定决
心。于是，港口村从理清旧账着手，把有
一定财务基础的村民代表请进了“账
房”，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检查，并将查
账 的 结 果 和 整 改 的 计 划 全 部 向 村 民
公开。

“令大家意外的是，问题的公开没有
引发预想中的轩然大波，反倒有几位村
民对整改的计划提出建议。”裴昌良说，
就这样，户主大会成了港口村每年的固
定活动。

村两委开诚布公的姿态得到了村民
一致认可，大家对村级事务参与度越来
越高，村里的各项事业也顺畅了起来。
近年来，港口村在全域土地集中整治、壮
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产业发展等方面成
绩斐然，还评上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和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

公开公正的会议机制和人情味满满
的会务细节，打动着群众的心。据统计，
目前户主大会已覆盖长兴全县233个村
居，共 14 万余名户主参会，平均到会率
达 92.7%，成了各村居别具特色的“年
会”。

乡土特色贯穿大会

实现乡村善治，既要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又要充分激活基层群众自
发参与村务管理的内生动力。但解决
这个“既要又要”，并不简单。

“长兴县下辖乡镇、街道较多，行
政村占比达 75.18%。这意味着，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尤为重要。”长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唐慧
明说。

按照规定，村居党组织“一把手”必
须在户主大会上向全体户主报告当年
度工作成效和新一年工作规划，内容涉
及村民最为关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村

“三资”管理使用、民生工程项目推进等
内容。“不仅要讲清楚为村里干了多少
事，更要讲清楚村里的收支情况。”

现场，村干部的述职述责报告都
要立据签字、上墙公示，接受村民监督
和质询。县四套班子成员和县直单位

“一把手”也要参与，到村里旁听，面对
面听取党员、村民代表和乡贤能人们
对村子发展规划的意见建议。另外，
大会还设置“最美村民”等先进典型评
选表彰环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村民
自治内容。

“一方面，从顶层设计出发，倒逼
村干部改进工作作风，主动干事创业，
避免用权‘任性’；另一方面，从基层入

手，激发广大村民参与村务决策、管理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聚治理合力。”
在唐慧明看来，户主大会推动乡村治
理模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
变，给出了“既要又要”难题的新解法。

太湖街道白溪居民区，是长兴典
型的城中村，外来人口占比超过一
半。提起白溪，后面总跟着“人员杂”

“老破旧”等关键词。2019年，党总支
书记朱宏亮上任第一年，就遇到出租
房电路火灾，消防车因为道路车辆违
停被堵在村口进不来的紧急情况。

“这把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也足够烧醒我们所有人。”在不久后
召开的户主大会上，朱宏亮立下军令
状，“无论是人员杂乱，还是车辆乱停
乱放，都要改！必须改！”

喊得响不如做得实。白溪投资
300 多万元，启动社会治理智慧平台
建设项目，协同当地公安、消防、城管
等部门，搭建了集智能门锁、监控等资
源为一体的智能化大数据平台。

装上“智慧大脑”后，白溪在人员管
理、车辆停放、垃圾分类等方面的工作
显著提升。为了充分激发全民参与的
热情，白溪还将相关行为规范列入居民
诚信档案，每年把诚信指数排前列的

“最美居民”请到户主大会上登台领奖。
“村干部说到做到，我们也要努力

配合。”不少居民主动让出自留地，用
以拓宽道路、修建停车位。环境好了，
出租房租金随之上涨，居民们的收入
更高了。2023年，白溪居民区集体经
济总收入突破 620 万元，还在户主大
会上进行了股权分红。

“一年接着一年推，每年都有新突
破。”朱宏亮感叹，户主大会持续性、闭
环化的特点为基层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打下基础，也让村级组织与村民群众
的心靠得更加紧密。

这样的双向奔赴不是个例。李家
巷镇刘家渡村2021年度户主大会，提
出整村运营“八个一”实施路径，在村
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85 户农户主动
拆除围墙、辅房等违章建筑5000余平
方米，成功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

画溪街道长桥村曾是经营性收入
30 万元以下的欠发达村，2018 年该
村党组织积极吸收村民建议，在户主

（村民）大会上通过了“市场需要什么
就跟进什么”的决议，成功建成全县大
理石加工集聚点项目，村集体经济每
年增收525万元⋯⋯

户主大会的双向互动，形成了强
大的发展合力。2023年，长兴村均集
体经济总收入 406.8 万元，其中经营
性收入 210.4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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