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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基层治理“三化十二制”20年历久弥新
陈久忍 黄 微

一本“治村经”，传承20年。

2004年，台州市黄岩区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出“三化十二制”村级治理经验。20年来，黄岩一以贯之深化完善、落细落实“三化十二制”，使之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取得了明显

成效。“三化十二制”多次被评为浙江省组织系统特色工作，被台州市委组织部发文推广，并获评全国基层党建典型案例三十佳，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点赞。

在岁月的淘洗中，“三化十二制”愈加焕发出强健的生命力。

如今，以党的领导全面化、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监督常态化及与此相配套的十二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三化十二制”，已成为黄岩基层组织运行的基本制度和村级治理的响

亮品牌，持续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黄岩入选2023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数百强样本县，今年又获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首批“安全发展铜鼎”，均为台州唯一。截至去年，已实现平安黄岩“十七连创”。

站在新的新起点上，黄岩持续坚持和深化基层治理“三化十二制”，从理论研究高度把航定向，在实践总结中完善提升，统筹推进城乡治理一体化，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基层治理

“黄岩样板”。

走进位于黄岩区档案馆的“三化十二
制”实践成果展示室，电子屏幕上，20 年来

“三化十二制”迭代升级的各个版本，引人注
目。

时间回到 2004 年。当时，村委会直选
翻开了村级治理的新篇章。但在实施过程
中，部分村出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权责不清
的现象。

2004 年，黄岩在全区推广《村级管理工
作规则》，开宗明义地提出，村党组织是领导
村级各种组织机构和村级事务的坚强战斗
堡垒，并据此建立村两委联席会议、村委会
向村党组织报告工作等制度。

“从那时起，黄岩就持续从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发力，通过制度设计将加强党的领
导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规则程序，不断探索
创新基层治理现代化。”黄岩区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说。

从“‘ 两 委 ’运 行 规 范 化 ”到“ 村 级 组
织 运 行 规 范 化 ”，再 到“ 党 的 领 导 全 面
化”，20 年来，黄岩“三化十二制”历经多
次 迭 代 升 级 ，党 建 引 领 这 一 条 始 终 贯 穿
其 中 。 围 绕 这 个 核 心 ，近 年 来 黄 岩 配 套
建立“五议两公开”、定期报告、示范引领

等制度，开展“头雁领航·村村比拼”、道
德诚信体系建设、“红动永宁”共享计划
等 举 措 ，不 断 完 善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政 治 功
能 和 组 织 功 能 ，增 强 村 干 部 干 事 本 领 和
服务群众能力。

如今，在黄岩，村党组织作为“主心骨”
的共识已经深入人心，各类村级组织在村党
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已成为行动自觉。

村域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南城街道
山前村，短短 10 多年光景，村集体经济收入
就从 10 多万元增长到 3500 万元，村民年人
均收入超过 6.2 万元。面对一批批“取经
者”，山前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胜荣干
脆把治村“秘籍”直接写在村口——车到山
前必有路，引路全靠党支部。院桥镇梁湖桥
村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使村级事务
全程“晒”在阳光下，村庄建起了百幢别墅，
俨然一个高档小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
4.8万元增至60万元。

从“三化十二制”诞生之日起，20 年来，
黄岩区委领导班子换了五届，村级组织班子
也换了五届，但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三化
十二制”一以贯之，并随时代发展与实践深
化而不断发展和深化，愈显生机和活力。

传承：一个不变的主题

“三化十二制”的一大特点，便是制度原
则性与实践灵活性的结合。可以说，它的每
一项制度，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比如，针对一些基层组织不协调、不规
范问题，建立履诺考评制度，以“商诺、承诺、
亮诺、践诺、评诺”全程履诺为抓手，形成组
织运行大闭环；针对基层村级财务管理、民
主决策等难题，建立“村账笔笔清、村事件件
议、村务人人明”的“三村”全线监管运行机
制，筑牢小微权力防火墙；针对基层矛盾较
杂问题，配套建立联席会议、矛盾化解、道德
引领等制度，推行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基
层治理体系优化升级版⋯⋯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的问题愈来愈复杂。目前，黄岩有 100 多个
小区，常住人口超过 20 万人。如何实现城
乡治理一体化？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
题。

黄岩顺应时代发展，着手制定出台《黄
岩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三化十二制”实
施细则（试行）》，推出城市版的“三化十二
制”，推动“三化十二制”从乡村向城市拓展，
继续升级为覆盖城乡的新版本。

“现代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
实现城乡治理一体化，必须乡村、社区两条
腿走路。”黄岩区委组织部组织科负责人说。

城市版的“三化十二制”，也分为党的领
导全面化、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监督常态
化，但配套的十二项制度却和乡村版的有很
大不同。一方面保留了原先可以适用社区
治理的部分制度，比如党员道德诚信、履诺
考评等，但更多的是根据社区治理特点和难
点，从黄岩各地一线实践中汲取提炼的特色
经验和创新做法，比如建立“星火家园”党
支部、社区议事协商制度、组建强社
公司等。比如，在社区，多年来一直
存在着“资金来源单一、供需矛盾
突出、资源整合不足”等痛点堵点
和社区集体经济“谁来发展、靠
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等难题。黄
岩通过组建强社公司，最大化发

挥社区资源优势，提升社区基层治理造血功
能，助力强社惠民集成改革。

今年 4 月，新前街道江城社区成立台州
全市首家由社区独资的强社公司，目前江城
社区已与 20 家共建单位开展活动品牌联
创，共同打造了“悦享”读书会、“悦心”老年
大学、“家门口”的少年宫、“悦富”直播工坊、

“悦伴”妇儿驿站等特色项目。未来，社区将
依托强社公司，与各共建单位共同探索社区
经营新模式，发展社区普惠性公共服务及居
民公益事业。

又如，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造成
小区公共性缺失的关键性因素。黄岩区通
过将党支部建立在小区上，实施全区党员双
向报到制度，推动党员回流反哺小区，成为
带动居民互动参与、激活小区活力的核心骨
干和“领头雁”。

2022年以来，黄岩区按照1名党支部书
记+1 名专职副书记+3 类部门党员干部+X
名热心党员“1+1+3+X”的模式组建“星火
家园”小区党支部，重点从退出现职、退休党
员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中推选党支部书记，
建强小区组织堡垒。目前，该区共组建“星
火家园”小区党支部 109 个，推选出 35 名热
心退休党员干部、42名优秀年
轻干部担任党支部书
记，择优选派有专
业技能的“第一
书记”到小区
任职。

迭代：从乡村走向城市迭代：从乡村走向城市

合作项目启动、教研基地揭牌、学术讨论、调研座谈⋯⋯
去年以来，黄岩区和西北政法大学之间互动频繁，核心议
题就是“三化十二制”。

当前，黄岩区正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县域样
板”，急需借鉴和吸收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去年以来，黄
岩与中央党校、西北政法大学开展校地合作，在人才培养、
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方面务实合作，并举办“三化十二
制”专题研讨会、开展论文征集等活动，加快形成一批高质
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探索创造出更多可复制、可借
鉴、可推广的城乡治理经验，努力推动“三化十二制”向更
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

历经 20 年上下求索、守正出新，“三化十二制”深深烙
在了黄岩城乡基层治理发展的脉络之中，党在基层的执政
根基愈发稳固，乡村振兴成果愈发丰硕，总体发展愈发安
全稳定。

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探索实施党建统领下的居民自治
模式，提炼形成“1385”议事协商工作法，把“社区自己干”
变成“大家一起干”，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先后荣获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首批浙江省现代社区等荣誉
称号；北城街道后庄村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依托村级治
理“三化十二制”机制搭建了善治后庄智慧平台，实现
“党员、代表手机上报事件—组长受理、流转事件—反

馈处理结果”的闭环处置流程，推出“125 片网自治”
工作法，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北洋镇小里
桥村按照“三化十二制”要求，全面推行村务公开，实施

“三村”制度，实行村务全程监督，村集体收入位居全镇
第一，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浙江省“红色根脉”强

基示范村⋯⋯
目前，黄岩正着力打造“一核多元”的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新格局，将“三化十二制”作为基层治理的总纲领，全面
推进城乡基层治理，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为打造更多建设共同富裕区域标杆标志
性成果、迈好走实中国式现代化黄岩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深化：
打造基层治理样本
深化：
打造基层治理样本

（图片由黄岩区委组织部提供）（（图片由黄岩区委组织部提供图片由黄岩区委组织部提供））

黄岩城区 蔡志敏 摄

黄岩区北城街道桔源社区邀
请有关代表协商小区治理事项

黄岩区东城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
上门服务

黄岩区南城街道山前村黄岩区南城街道山前村

黄岩区北洋镇小里桥村

黄岩区院桥镇梁湖桥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