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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历史转变
——中牟县白沙镇创新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新方法的调查与思考

核心提示
中牟县白沙镇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发展基

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的要求，建立了“村民组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
会、联户代表大会”制度，探索出加强农村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和民主监督的新模式，有力促进了农
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受到省委领导的充分
肯定，省委书记徐光春批示说：“白沙镇对于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的做法值得总结借鉴。”

中牟县白沙镇，紧邻省会郑州，古时的重
要驿站，如今新兴的繁荣村镇，现在正面临新
的机遇和发展。

时间追溯到去年下半年的一天，白沙村的
村民联户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要决定一项
不大不小的“难题”：村里建文化广场，有 35户
村民需要拆迁。但是，部分拆迁户不愿离开他
们世代居住的老宅。

联户代表大会开始了，农民群众手持选
票，走进投票现场，规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
愿。100 多名由全村农户选举产生的联户代
表，就这件全村老少关心的事议得热热闹闹。
经过表决，绝大多数联户代表认为建文化广场
对于活跃村民文化生活，很有必要。按照大会
通过的决议，村“两委”负责拆迁和广场的施工
建设，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村民看戏、娱乐再也
不愁没地方。

“这在以前曾经是不可想象的。”村民们
说，在没有确立联户代表大会制度之前，一般
是村“两委”说了算。

白沙村的变化，缘于村组“三会”制度这一
新的村治新模式。

目前，白沙村在内的中牟县白沙镇23个行
政村，农户们都选出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全镇共选出家庭代表 1万多名、联户代表 1000
多名，他们都可以在联户代表大会——这个常
设性的平台上博弈后形成代表村民意愿的最
终决策。

如何让老百姓当家做主？
村里的“难心事”催生“白沙模式”

“我们也是走着捅竹竿，走一节算一节。在
边探索边总结中形成的一套完备制度。民主成
本低，矛盾消化在村组，激发了群众的创新精
神。”在白沙镇，该镇党委书记朱麦囤介绍说。

说起“三会”制度，就不得不说起那些曾经

让村干部犯难、村民们窝火的难心事儿。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各自经营自己

的土地，有时候连会议也召集不起来，村委会
没人照面，群众有事没处说，个别村干部一人
说了算，一些村组干部决策随意性大，个人独
断专行，做事不民主，搞得村里财务政务乱成
了“一团麻”，村民怨气很大。

如何重新“洗牌”换脑筋，真正让老百姓当
家做主，让村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管，更有效
地解决那些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难题，成了白
沙镇当时最为紧迫、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2004 年伊始，白沙镇开始了初步探索；
2006 年，他们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研究
制定出一系列详尽并富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
用中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延中的话说，“白
沙镇的做法用数字归纳就是‘一十百’，做起来
复杂，用起来顺手，群众满意顺心。”

所谓“一十百”，就是 1 户推选 1 名家庭代
表，从 10 名家庭代表中推选 1 名联户代表，组
成村联户代表大会，由村民组长和组内全体联
户代表组成村民组委员会，从 100名家庭代表
推选 1名村务监督员（按照 10比 1的比例从联
户代表中民主产生1名村务监督员），组成村民
监督委员会。

“三会”制度的核心就是——村党支部形
成政治上的领导，村委会依照村支部和联户代

表大会的决议展开工作，监委会在联户代表大
会的授权下，对村干部勤政廉政情况进行监
督，并审议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
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各守其责，正确用权。

“三会”制度还明确规定，监委会成员不得由
村组干部及其配偶、亲属担任，监委会主任轮流
担任，轮值期限一个月。联户代表大会每月召开
一次联户代表会议，听取村“两委”月度工作报告
和监委会关于村财务收支通报，对涉及村情民意
的有关问题向村组干部面对面提出质询。

“代表是大伙儿选出的，决定的事执行起
来就好办多了。”在村民联户代表会上，村民们
有了正式表达的渠道，公平参与，集体决策，心
气儿顺了，村里的工作推开了。

这种新的村治模式，因为有法可依并充分
表达了民意，取得了良好成效，很快普及到白
沙镇的所有行政村，这种被称为有效加强农村
管理的“白沙模式”，随即吸引了方方面面关注
而探询的目光。

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交给群众
村务公开拆掉了原先的“篱笆墙”

“以前村里的账目不清，村民有意见，相互
之间勾心斗角，闹不团结。”在杜桥行政村十字

路村民组，推选出的村民组委员会成员王保安
代表村民议事，感觉肩负的责任重大。

三年前，杜桥村的家族势力严重，经常闹
矛盾，村民出行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
意见很大。在联户代表大会上，联户代表主动
提出村北 3.7 亩的废弃大坑出租，租金用来改
善村容村貌。村“两委”向全村群众进行竞标
发包，最后以 27万元竞拍成交。同时，村民组
委员会迅速成立了理财组、质量监督组，公开
招标施工队开始对村里的基础设施进行大“整
容”。经过紧张的施工，村里的道路进行了硬
化、绿化、美化，修建了近2000米水泥路和排水
沟，安装了40座路灯，家家门前建了垃圾池，村
庄越来越漂亮，住着越来越舒畅。

“三会”制度推行后，村里实现了村务公
开，拆除了干群之间的篱笆墙，有效保障了农
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
利。“现在是老百姓最满意的时期，一些矛盾在
村组就消化了，村干部工作轻松多了。”该村党
支部书记吴留屯说。

白沙镇康庄村，楼房林立，村庄整洁，这个
村的8个村民组共2100多人，郑州市的重点工
程——郑东新区热电厂、天瑞水泥等大型项目
的规划建设涉及200多户村民的整体搬迁。由
于监委会及时监督审核，村民组委员会的直接
参与，村干部所经手的高达3000多万元的征地
款、青苗费及附属物等费用无一差错，杜绝了经
济问题的发生。在短短的10天时间，该拆迁的
全部拆迁完工，无一起上访和安全事故。

“换了在过去，这事由村干部几个人定，老
百姓总认为他们从中不知得了多少好处，意见
肯定很大！”一位村民感慨。

在制度的保障下，白沙镇各村从集体发展
思路到具体的村庄规划、哪条路该修、村自来
水池该建在哪里，以及公共卫生整治等，所有
村级大小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都交
给群众，群众主动参与管理，民主决策，融入新
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中，共同建设家园。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三会”制度赢得了民心

“三会”制度刚刚施行的时候，白沙镇大雍
村村民郭玉喜被推选为村监督委员会委员，他
诚恳地说：“原先给村提问题，心里有顾虑，现在
可以敞开心底，意见建议件件有回音。”

在实行“三会”制度的村庄，村“两委”从群

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群众最需要的事情
办起，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群众多年来饮水
难、行路难、照明难等一系列问题，在党群之
间、干群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

2007 年 10 月，杜桥村召开的联户代表大
会上，联户代表提出村北变压器被盗、村民浇
地难问题。村党支部书记吴留屯当场答复大
家，无论村集体经济有多难，春节前一定解
决。为确保下次联户代表大会兑现承诺，会后
他向村组干部倡议，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村
组干部每人垫资 2000元，先购买变压器设备，
及时解决了群众浇地难。村民们说：“现在的
干部作风真转变了，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
这样的干部俺拥护，俺赞成！”

自“三会”制度施行以来，白沙镇通过“三
会”决策重大事项共 1130多件，群众满意率达
100%，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 2380条，群众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226件，已解决212件。

由于民主渠道得以畅通，有效地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白沙村文化广场建设工程得以
顺利进行，村委会主任罗新政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村民组长一人说了算，现在像修路、建文
化广场这样复杂的事情，大家伙举手表决，复
杂的事情容易了。村民心情也好了，都一门心
思想着发展。”

有了民心，就不愁发展。如今的白沙镇，入
驻企业达到 160多家，去年实现财政收入 534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345元。全镇60岁以上
老人和 16岁以下未成年人，人人有生活补贴。
两年来，全镇没有发生一起集体上访事件，23个
行政村的 300余名村组干部，没有一人违纪违
法，全镇呈现出干部勤政为民、群众心和气顺的
良好局面。今年上半年，该镇财政收入达到
4420多万元，年底有望突破8500万元。

“归根结底，实行村组‘三会’制度，保障了农
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利，实现了农村
基层政治建设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
变。”中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延中说。

“白沙镇的做法，探索出了加强农村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监督的新途径。”前不
久，由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三级纪委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对白沙镇的做法进行了专题调
研，调查组认为，这种探索仅完成了第一步，
下一步应当由有关职能部门加强指导，建立
起相关配套的制度，使“三会”制度的形式、内
容和程序得以真正完善，才能健全其发挥作
用的保障机制，从而带动全省农村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

本报记者 潘 燕王思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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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击

“可要求听证”可否
改为“必须听证”？

如果个人被地税局处罚2000元（含
2000元）以上，或者企业受罚1万元以上，
都可以要求对处罚决定举行听证。近日

《佛山市地税局征收单位行政处罚实施办
法》正式公布，并将在8月1日起开始施
行，其中不少人性化的规定引人关注。（新
闻见7月3日《南方都市报》）

如果说“可要求听证”是一种人性
化的规定，倒不如说，这项规定不是那
么人性化。所谓的听证，无非是地税局
和被处罚者就处罚的结果进行辩论，通
过辩论来看处罚是否得当。但是，当听
证以被处罚者“可要求”方可进行的情
况之下，听证也会被很多被处罚者有意
无意地放弃。

毕竟，这只是“可要求听证”，被
处罚者有种种理由可以放弃这一权
利。如此一来，所谓的人性化规定就
落空了，“可要求听证”也就口惠而实
不至了。

笔者以为，要想让这项规定真正人
性化，地税局就应该规定个人被处罚
2000元以上，企业受罚1万元以上都必
须听证。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其
一，是让被处罚者都通过必须的听证来
明白处罚是否恰当；其二，可以让被处
罚者有既定的机会与地税局面对面地
平等交流，可以改变地税局在纳税人心
目中的固有形象；其三，“必须听证”是
套在地税局头上的紧箍咒，必会让地税
局在开罚单之时慎之又慎，从而避免了
地税局可能出现的疏漏。

不过，这样的“必须听证”会给地税
局带来不少的“麻烦”，甚至有可能因此
而丢几回“面子”。这也可能是地税局
让听证“可要求”方进行的原因吧。不
过，作为政府部门的地税局还真不应该
把面子放在第一，更不能害怕麻烦。因
为，这才是一个政府部门对待工作的应
有态度。那么，地税局什么时候才能让

“可要求听证”改为“必须听证”呢？我
们在等待呢。 王锦南

“瞌睡虎”也是笑料
那厢“周老虎”前脚刚走，这边“瞌

睡虎”接踵而至。报载，在华南虎照片
事件公布调查结论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陕西省政府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
会，通报有关情况，同时启动省政府机
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然而就在会场
上，许多干部在座位上睡着了，且睡相
千姿百态。

“周老虎”拍虎时，打亮过闪光灯，
那只纸老虎只会“瞪”大炯炯有神的眼
睛，一动也不动。一些“瞌睡虎”在台上
的讲话声中进入深度睡眠，当记者用开
着强闪光的相机拍下了他们的睡姿，他
们竟毫无察觉。显然，整风会议，八竿
子也打不到“瞌睡虎”们的沉沉睡梦。
这样的会议，又岂止与“瞌睡虎”们的好
梦无关，会议内容全被他们摒弃到了梦
之外，那还会与他们的什么相干？

在先前的“华南虎照”新闻发布会
上，陕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曾说，假虎
照事件所反映的是相关公务人员工作
极不负责，作风极端草率，违规违纪行
为极其严重，严重损害了陕西的形象。
新闻发言人对一些纪律涣散官员的指
斥，言犹在耳，“瞌睡虎”就又用他们可
笑的睡姿，造出了别样的陕西官员的形
象。对了，还是群象。

对“瞌睡虎”现象形成的追问可以
有很多。他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不
能睡觉的时间、地点，就大模大样的睡
过去呢？这样的官员，平日里都是些尽
职尽责的好官，还是作风浮飘的差官？
挺虎的官员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他
们身上有挺虎官员依法行政意识淡薄
的影子吗？无疑，千名处级以上干部大
会是个重要的会议，目的是让全省领导
干部深刻汲取“虎照”事件的教训，能相
信“瞌睡虎”从酣梦中接受教训吗？挺
虎的官员挺出的是责任心缺失，“瞌睡
虎”们的责任心能指靠得住吗？

“虎照”事件让陕西高层官员痛心
疾首，认为此一事件影响了陕西“软硬
实力”，损害了陕西的声誉，引发了公众
和媒体的广泛、持续的争论，甚至成为
国人的笑料。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可

“瞌睡虎”们怎么就那么不争气，这样快
又搞出一大笑料？

官僚主义需要克服，可克服起来，
实在也难。 今 语

官员“走穴”折射政治伦理失范
官员“走穴”商场，出席各类商业活动收

取出场费现象非常普遍，几乎成为“公开的秘
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
萸曾参加山西的一家企业开业剪彩，企业给
他的出场费高达 20 万元。（7 月 2 日《瞭望》新
闻周刊）

官员对“走穴”乐此不疲，逢请必至，当商家
的“政治形象大使”，原因很简单，一个字：钱！
商家为何如此媚官，无官不欢？原因也不复

杂，两个字：傍官。商人傍官，有时候是为了面
子，更多时候不是，在公权独大的语境下，只要
与权力沾亲带故，事情就好办多了。

一个要钱，一个要权，可以说官员出席商
业活动，严格地说也是权钱交易，也是腐败，只
不过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额度较小，但它给社
会带来的危害同样深远：损害了政府的公信
力、腐蚀了干部队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
序、污染了社会空气……

从现代政治伦理角度，政府是市场的裁
判官，必须保持公正的立场，避免与市场走
得太近，以致影响裁判的公正性。这本来
是常识，但在政治伦理失范、官德混乱的当
下，远未成为共识。因此必须通过纪律，规
范行为，修复伦理，重建秩序。许多地方已
经开始禁止这种行为，如郑州等。不过，如
果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禁令的效果总
是难以让人满意。 练洪洋

拯救富人形象不能靠富人独立救赎
在经历了多年社会的评说与富人自

身的努力之后，中国富人的形象到底如
何？《小康》与某网站联合推出的“中国富
人形象调查”。调查显示，80.39%的人认
为富人群体形象依然负面。（《新华网》7
月2日）

我想，大众不满的，不是财富，而是
富人的“为富不仁”。正如有论者指出的
那样，尽管如今有一些富人热衷于慈善
公益，但许多富人仍然还是只用财富界
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
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在富起来之后，
对通过炫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乐此不
疲，而对反哺社会不屑一顾。

显然，隔阂与对立对谁都没有好
处，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打倒。不是
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
——社会对富人不良形象的诟病，也可
以视为一种期待：富人能展开道德反
省，尽快站到正义的社会行列中去，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或者说，唯有如此，
富人才能重获积极的社会评价。但这
只是一个方面，在笔者看来，拯救富人
形象不能仅靠富人独立救赎。

由于财富本身的不透明，使众多富
人本人以及其财富来源、财富流向等“信
息”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上世纪
80年代，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被首先叫作
万元户，以后被称为老板、大款、富豪、
CEO，变化的是名称，而不变的是公众对
富人形象的持续关注和质疑，富人们的
财富来源是黑是白？财富膨胀过程中有
没有权钱交易？公众对财富的正当性充

满质疑，这是贫富割裂并形成心理对立
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相关制度建设
让社会财富运行机制走向透明化、信息
化，已经迫在眉睫。

更重要的是，“多数人对富人评价不
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普罗大众的生存
焦虑感。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现在社会
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
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
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为富人做事
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
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
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是的，富人们
不会担心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
房，他们的各种欲望被逐利的市场熨烫
得舒舒服服——此情此景之下，富人们
任何一次“不当”的言行，都自然会引发
群情愤懑和深深失落——市场以富人为
中心，穷人的风险由谁来管？

毫无疑问，基于责任和使命，掌握公权
力的政府天然就是穷人的“保护神”。政府
需要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深度与广度，给
予芸芸众生触手可及的“安全感”——市场
热盖“别墅”，政府就要多建“经济适用房”；
市场成立贵族学校，政府就要加大教育投
入……让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
全和完善、更加规范和有效、更加细致和人
性化。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仇富心态，“填
平”贫富对立的鸿沟。

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富人形象不好
不是一个简单的“仇富问题”，也绝不是
富人们多捐一点钱、多做一点善事那么
容易。 陈一舟

日前人民网、新华网等50多家网站共同发出“迎接北
京奥运、树立网络新风”倡议,提出要争创一流服务，坚持文
明办网，加强行业自律，接受公众监督，抵制恶俗之风。

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互动性，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宠
儿。但是伴着网络世界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跟随网络一起
到来的不文明现象也随之产生。“拍砖”、“谩骂”甚至发布不
切实的信息成为影响网络世界文明和安全的重要问题。

中国网民数量已达2.3亿，这股力量从最初的懵懂已
经蜕变为今日的敢于针砭时弊、理性议政，形成了一股不
可忽视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社会各种问题和灾难
出现的时候，总会听到网民们发出的声音。中国大大小小
的网站也成为网民们议政论事的重要平台。可以说，网络
正在改变中国，网络也正在成为舆情的重要阵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指出，网络文明
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明的建设也日
渐成为当前网络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网络世
界的制度建设，用切实的管理程序、完善的网络制度、
文明的网络文化来建设网络文明也成为众多网民的
心声。这就要求必须实现民意表达的自由化，民意征
求、收集和采纳的法制化。

面对网络中的诸多恶俗现象，面对虚拟世界的诸
多犯罪现实，网络文明的建设，刻不容缓。不但要加
强现实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也要加强虚拟的网络文明
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网上进一步掀
起讲文明、树新风的热潮，有利于网络媒体更好地传
播奥运、服务奥运。

作为网络信息平台，互联网从业人员要增强社会责
任意识，加强自我管理，从办好每个网站，净化每个网页
做起，为净化网络环境，树立网络新风作出贡献。

作为一名热爱网络、热爱奥运的网民，就更要严于律
己，从自身做起，从网络言行的一举一动做起，打击网络
恶俗、举报网络犯罪，为网络文明的建设出力。

韩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