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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制村行政化倾向严重的
当下，推进村民小组自治是贯彻

《村委会组织法》的新型实践。从
利民村“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
的组级自治的生动实践看，推进
村级自治，组级是基础，做好组级
自治，才能更好地推进直接民主
的实践，从而达到由组到村的由
下而上的村民自治。

利益相关是小组自治有效运
行的基础。在建制村范围内，村
民的利益关联度不高，没有利益
的粘合。与此相反，以土地产权
为基础的村民小组，农户之间的
利益联系，远大于建制村不同小
组间农户的利益联系。将自治单
元从建制村下移到村民小组，使
自治单元与产权单元、利益单元
一致，村民之间的相关利益被激
发，小组自治的内生动力被激
活。村民小组自治的实践证明
——利益相关性越强，产权共有
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开展自治活
动。

内生资源是小组自治运行的
重要条件。村民小组自治推行过
程中，应当发掘和培育村民小组

的内生资源，让其为小组自治
的有效运行创造条件。村民小
组大多是以传统农民生产和生
活形成的自然埭为基础，有着共
同的地缘文化、亲缘文化、习俗
文化等，这都是小组的内生资
源。共同的地缘文化，让小组村
民更有归属感，亲缘文化使得理
事会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村民
小组内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凝
聚力，为小组自治的运行提供了
重要条件。在探索村民自治的各
种实践中，应当正视内生资源，挖
掘并利用内生资源。

两级自治是村民自治未来的
发展方向。村民自治，当前全国
大多数村庄都是在建制村一级开
展。利民村在做好村委会自治的
同时、重点探索了村民小组自治
的方式，形成了“村治+组治”的
两级自治格局，发挥了以组为基
础的村、组自治的叠加效应：村民
的参与热情显著提高，村、组事务
的落实更加迅速，村风村俗更加
文明，社会和谐程度更加提高。
两级自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建制
村并不是村民自治的唯一有效自
治单元，村民小组更能成为乡村
治理的有效自治单元。我们认
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不是让
小组自治取代建制村自治，而是
应该在加强村民小组自治的基础
上，促进建制村找到村民小组间
最大公约数，更好地实现村级层
面的有效自治。村级和组级自治
并存的“两级自治”方式，将成为
村民自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永凤）

创新“一组二会”推进村民自治
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探索村民小组自治模式

利民村位于扬中市城南
部，由原新农、利民两村合并而
成。村域面积 5265 亩，总户数
1126 户，总人口 3289 人。通过
建立“片区党小组、小组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利民村形成
了以“一组二会”为核心的组级
自治内容，通过落实“民事民
治、民事民议、民事民办”的事
务办理方式，形成了村民参与
组级事务的机制。

建立片区党小组。利民村
共有党员 124人，村党委下设 4
个支部。为进一步把基层党组
织的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村
党委根据各村民小组党员数的
情况，在支部下设13个党小组，
党员人数多的村民小组，单独
设立党小组；党员数较少的，2-
3个村民小组设立一个党小组，
形成了村党委→支部→小组三
级党的组织网络。为确保村民
小组自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
展，组内党小组成员依法推选
进入小组理事会、道德评议

会。党小组成员除参加党委、
支部活动外，每月自主在小组
党员家里开展活动，做到月度
有计划，开会有记录。各党小
组通过建立党员中心户制度，
实行以一带多，开展收集民情
民意、乡村环境治理、结对帮扶
困难群众、树立文明新风等活
动，推动了党员同志在村民自
治工作中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
事务领头雁，既是决策把关者
又是参与执行者，成为引导、带
领村民自治的中坚力量。

成立小组理事会。利民村
34个村民小组均成立了小组理
事会。理事会小组 5人、大组 7
人，均由户代表推选产生，村民
小组长、组会计、组内党员推选
进小组理事会。小组理事均制
定了本小组的《理事会章程》，
并经户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为
引领小组理事会规范运行，利
民村规定了理事会议事事务

“四议一公开”流程。
建立道德评议会。道德评

议会成员每组不一，候选人的提
名，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凡是
热心公益、奉公守法，并具有一
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干
部、小组长、党员、村民代表、离
退休干部、外出乡贤、社会能人
等，都可以成为评议会候选人。
年 终 ，道 德评议会根据村

委会分配名额，按照村民执行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村规民约
的情况，推选美丽家庭示范户、
文明家庭标兵户等，上报村委会
表彰发牌。受表彰的示范户、标
兵户，成为小组村民学习看齐的
榜样，无形中形成家家争创、户
户争先的良好村风。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从法理
上说，包含村委会自治和村民小组自治两
个层次，但在实际工作中，主要强调村委会
自治，忽略村民小组自治。近年来，随着镇
江市两轮村组调整合并，以建制村为自治
单位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村庄地域
大，人口规模多，村民民主议事难；服务半
径大，利益联结少，建立村民参与公共事业
的渠道难；村民代表长期连选连任，情感偏
向村委会，议事时真正代表群众心声难。

为改变“三难”现状，扬中市八桥镇利
民村积极探索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村民自
治形式，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地域相近、利
益相关、文化相连”的独特优势，创新实践
了以组为单位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的由下而上的村民自治模式。

民事民治民事民治、、民事民议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办
推进村民自治推进村民自治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服务
小组自治大放异彩小组自治大放异彩

利民村村民小组自治实施
以来，村民的主体意识显著增
强，积极参与村庄决策与治理，
实现了村民小组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小组自治大
放异彩。

激发了小组村民的主人翁
意识。以建制村为自治单位，
村干部常常是忙得“连轴转”，
而村民却站在一旁看。利民村
小组自治推行以来，村民的主
体意识被激活，小组内的大事
小事都由村民积极参与，有的
出钱，有的出物，有的出劳力，
改变了以前“等、靠、要”的思想

习惯。如利民村 4 组为紧靠
238省道的一个长埭，2017年他
们积极争创环境优美小组，在
原有环境整治基础上，打算利
用家前屋后的空白墙面宣传家
风家训，户代表会议上，4组村
民积极支持。会后，只要是涉
及到自家墙面的，都主动清理
杂物，配合出新。经过大家共
同努力，新建“家风埭”已成为
利民村的一道亮丽风景。

提高了小组村民的参与水
平。实行小组自治以前，村民
的民主权利，往往只体现在三
年一次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

建制村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
民代表会议，村民缺乏参与热
情。村民小组自治推行以来，
一方面，村民民主管理能力提
升。在兴办公益事业中，如何
筹资、如何筹劳、如何监管等，
都由小组村民讨论和决定，贯
彻落实也很迅速。另一方面，
村民民主决策能力提升。利民
村 13 组朱康祥理事长表示：

“小组自治给了村民参与决策
的机会，也更激发了村民参与
决策的热情。”

提升了小组村民自我服务
的能力。首先，多了公益事业

的“组织员”。一年中，由小组
理事会组织兴办的公益事业20
件。其次，多了为民办事的“服
务员”。根据小组规模，1名理
事对应 7-10个农户，定期收集
村民意见、办事需求，服务村民
更方便，过去村民办事找村里，
现在办事找组里。再次，多了
村庄建设的“施工员”。村民小
组的发展与村民的利益紧密相
连，村民建设村庄的热情被调
动起来。一年中，利民村的公
益事业建设中，共有 2000多名
村民参与其中。

（王永凤 朱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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