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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激活群众内生动力 
——大冶市“党建引领·活力村庄”改革情况 

内容摘要：近年来，湖北省大冶市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

组织力不强、党员干部培养源头不畅以及农村基层治理虚化、群众

参与不够等问题，创造性开展“党建引领·活力村庄”改革。坚持

党建引领为核，群众自治为基，在不改变现有行政村设置格局前提

下，以自然湾为基本单元，重组村庄作为新的自治单元，同步成立

村庄党小组和理事会，延伸基层党组织触角，吸收农村先进力量参

与村庄治理，全面加强对农村自治组织的领导，切实发挥群众的主

体作用，构建起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了“党

建带治理、治理强党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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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全市国土面积 1566

平方公里，总人口 98 万人，现辖 10 个乡镇、4 个街道、1 个国家级

高新区和 1 个国有农场，行政村 322 个、社区 57 个。 

一、改革背景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

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

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

村发展活力。”2016 年，中办、国办下发《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

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要求各地积极探索有效形式，建

设村党组织领导下的组织健全、自治有效、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

村民自治制度。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文件要

求，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我们始终朝着有利于巩固党在

农村的执政基础来谋划“党建引领•活力村庄”改革，努力形成规范

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是破解农村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中的新问题。一方面，基层

党组织源头不活、队伍不强。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向心力不强，导致农村先进力量和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的意愿

不够强烈，个别村甚至存在几年都发展不了一名党员的现象。同时，

党员队伍结构老化、村级党组织后继乏人，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

威信不高、组织力弱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另一方面，村民自治

虚化、群众难以组织。村“两委”干部人少事多，村委会自治功能

发挥不明显，农村群众得不到有效组织；部分村民小组“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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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缺位；农村常驻人口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治理难推

动。这些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上的“老大难”问题，亟待我们通过

改革方式去破解。 

三是满足农民群众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期盼。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一部分在经济上先富起来

的农民，渴望自己的地位能提高、价值能体现、能力能彰显，他们

愿意为一定范围内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但由于目前农村基

层缺乏这种有效平台和引导，导致农民群众空有抱负却很难实现。

农民群众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期盼也是我们推动改革的重要考量。 

二、改革的起源和思路 

改革起源：改革起源于大冶市茗山乡华若村。2015 年，该村还

是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省级重点贫困村，信访矛盾突出，五年换

了 7 个支部书记，公共事业无人管、公益事业无人干，群众难以组

织，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的“干部干群众看、干部

急群众闲”现象。通过改革，华若村由后进变先进，2016 年脱贫出

列，集体经济从无到有达到 15 万元以上，连续两年“零非访”，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2016 年，改革在茗山全乡推开，成效显著。2017

年，改革在全市所有行政村铺开，建立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和可

复制的经验，并在黄石地区全面推广。 

总体思路：坚持党建引领为核，群众自治为基，在不改变现有

行政村设置格局前提下，以自然湾为基本单元，重组村庄作为新的

自治单元，同步成立村庄党小组和理事会，延伸基层党组织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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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农村先进力量参与村庄治理，全面加强对农村自治组织的领导，

切实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构建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

体系。 

三、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重塑乡村治理体系，为群众“搭舞台” 

一是重组自治单元。按照“因地制宜、有利发展，群众自愿、

便于组织，尊重习惯、规模适度”六条原则，以自然湾为基本单元，

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报乡镇党委审批、民政部门备案，将全市 322

个行政村 2027 个村民小组重组为 2609 个村庄，作为新的自治单元。

二是成立村庄理事会。在重组村庄基础上，组建村庄理事会，搭建

起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庄群众为自治主体的“村委会―村

庄理事会―农户”的三级治理平台，成为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新

舞台”。三是调整村民小组。以村庄为单位调整设置村民小组，村民

小组长原则上由村庄理事会长兼任，村民小组由过去“组长单打独

斗”变成现在“村庄理事会群策群力”。 

（二）汇聚乡村先进力量，让群众“唱主角” 

一是规范组织设置。根据村庄人口数量，合理确定村庄理事会

成员人数，一般 3~7 人，其中理事会长 1 名，副会长 1~2 名。二是

明确人员构成。将政治上先进的农民党员、经济上先进的致富能手、

社会治理上先进的德高望重乡贤三支乡村先进力量作为村庄理事会

成员的主要来源。三是明确推选方式。按照“一户一票”的方式，

公开、民主海选村庄理事会成员，镇村党组织征求纪委、公安、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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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部门意见，对人选进行审核把关，无负面清单的当选理事会成

员。如今，三支先进力量汇聚理事会，群众工作能力大大增强，解

决了以前农村人才隐匿于群众、群众缺乏有效组织的问题，群众成

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 

（三）规范自治运行机制，把好事办在群众“心坎上” 

明确村庄理事会重点围绕“基层党建、产业发展、村庄建设、

文明新风、法治调解、服务生产生活”六个方面开展服务群众工作，

防止行政化、宗族化。同时，理事会办事坚持走群众路线，严格执

行“两会三公开一报告”议事决策机制（即村庄理事会商议、村庄

群众（代表）会决议，决议结果、实施方案、办理情况向村庄居民

公开，重大事项向村“两委”报告），干什么由群众提议，怎么干由

理事会商议，能不能干由村“两委”审议，干得好不好由群众评议，

评议结果作为理事会改选调整的重要依据，不仅规范了理事会服务

行为，确保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同时，建立组织监督、群众监

督、纪律监督、法律监督“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对理事会服务

过程进行全覆盖监督，提升理事会服务群众工作质效。 

（四）强化激励保障，让群众“有干劲” 

一是坚持市镇村三级激励。市级每年表彰 100 个先进村庄理事

会、100 名先进村庄理事会长，乡镇党委同步表彰一批先进村庄理事

会和村庄理事会成员，村党组织每年评选一批支持理事会工作的群

众，全市上下形成了鼓励理事会干事创业、服务农村发展的浓厚氛

围。2017 年以来，市镇村三级表彰优秀村庄理事会 336 个、优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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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理事会成员 565 人。同时，利用各级媒体广泛宣传村庄理事会的

先进事迹和人物，让理事会成员受表彰得荣誉、受尊重有地位。二

是建立以奖代补机制，每年市财政统筹安排 1 亿元的奖补资金，按

照群众“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市政府配套“1∶1”比例进行奖补，

先建后补、有建才补，变过去“由上而下”政府安排项目为“自下

而上”群众自发建设项目，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

实现了“要我建”到“我要建”的转变。 

（五）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让群众“跟党走”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村庄的调整重组、理事会组建以及村庄理

事会成员调整、换届等工作，都在乡镇党委组织领导下进行，由村

级党组织主持开展，确保乡村治理改革“不偏航”，有效保证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于改革全过程。村庄理事会在村党组织的领导和

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群众自治活动。二是延伸组织触角。以

村庄为单位，采取单独建、联合建的方式组建村庄党支部或党小组，

实现了“群众工作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同时，通过“鼓

励党员理事会长与村庄党小组长交叉任职、鼓励党员进入理事会”，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三是推行“两培一选”。探索推行“两培一选”机制，“把优秀

理事会成员培养成党员，把优秀党员理事会长培养成村干部，把优

秀村干部选拔进入乡镇干部队伍”，解决了基层党组织源头不活、后

继乏人等“老大难”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凝

聚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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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的成效和体会 

改革工作先后得到国家相关部委充分肯定和国家级媒体关注，

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党建要报》和中组部《组工通讯》先后介

绍大冶改革经验，大冶获得湖北省首届改革奖；《农民日报》《光明

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半月谈》专版报道；2018 年 1

月，大冶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 

（一）促进了乡村组织振兴 

随着“两培一选”机制的推行，一大批农村先进力量主动向党

组织靠拢，改变了过去少数村连续几年发展不了一名党员的局面。

2017 年以来，全市村庄理事会成员递交入党申请书 1035 人，理事会

党员达 2857 人。当前，我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村“两委”换届选举，

与往届“人难找、人难选”的局面不同，随着“党建引领•活力村庄”

改革的深入，“两培一选”成果被充分运用，一大批优秀理事会成员

成为换届选举的热门人选。灵乡镇大庄村幼泉纪湾村庄理事会长纪

道文，原是个体老板，回乡不仅把村庄各项事务搞得有声有色，而

且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一名正式党员。最近在换届选举中，高

票当选大庄村新一届党总支书记。改革以来，5 名优秀村支部书记进

入乡镇党委班子。“党建引领•活力村庄”改革成为培育“两委”接

班人的“孵化器”，农村党员干部队伍源头更活、结构更优、能力更

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战斗堡垒更加坚实。 

（二）推动了乡村人才振兴 

通过成立村庄理事会，科学重组自治单元，实行“微治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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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自治架构更加完善。三支先进力量汇聚在全市2609个村庄理事会，

共 1.21 万人。如今 1 个行政村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的队伍平均达到 50

人左右，跟过去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 10 余人相比，参与乡

村治理的力量大幅增强，群众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村庄理事会成

为基层重要的人才储备库。正是有了村庄理事会这个平台，吸引了

更多的乡贤能人回乡置业创业兴业，解决了“乡村振兴，人才从哪

里来”的现实问题。 

（三）推进了美丽乡村建设 

过去政府为群众办实事，大多是政府“包办”，没有发挥群众主

体作用，100 元只能做 50 元的事，政府建群众看、不买账还扯皮；

如今公益事业征求群众意见，群众筹一点、社会捐一点、政府奖补

一点，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00 元能办 500 元的事，群众建政府补、得实惠都满意。陈贵镇王垅

庄理事会带领群众投资投劳，实施了户户通、装了路灯、清了门口

塘、修了公厕，村民交口称赞“村庄不比城里差”。 

（四）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 

通过理事会协商议事，过去一些“管不好、管不了、无人管”

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017 年以来，全市理事会共处理群众

纠纷 5326 余起，化解信访矛盾 1163 人次，帮助协调信访积案 187

余件，农村信访件逐年减少，实现了“小事不出理事会，大事不出

村委会”。茗山乡华若村钟家庄湾唯一的门口塘，被两个积怨近 20

年的房头一分为二成为“半月塘”，群众洗衣取水极不方便。该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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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理事会后，双方都有人当选，理事长请两方群众平心静气坐下来

把事情说开，化解了多年的怨恨，“半月塘”变成“同心塘”。灵乡

镇坳头村山岭湾是个库区移民湾，一个湾子五个姓，房头宗派分歧

严重，理事会成立后，通过入户做工作，消除了不同姓氏的隔阂，

形成了“五姓一条心，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五）助推了乡村产业振兴 

村庄理事会发挥主体作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目前，各村庄

采取“理事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产业，建农庄、办基地。

茗山乡黄湾村上湾村庄建起了莲花基地、灵乡镇坳头村山岭村庄办

起了青蛙养殖基地、还地桥镇塘桥村陈家八房种下了花卉苗木、大

箕铺镇五里界村五里界村庄办起了葡萄庄园，形成了“一会一品”，

乡村产业越发兴旺，群众致富能力显著增强。 

在改革中，我们体会到党建引领是核心，只有强化党组织在基

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才能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组织群众是关键，

只有调动广大村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基

层发展的活力和潜力。群众满意是标准，只有尊重村民意愿、满足

村民需求、维护村民利益，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下一步，我们将对“党建引领•活力村庄”改革进行再完善、再

总结、再提炼，努力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冶经验”，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大冶样板”。 

 

   湖北省大冶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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