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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30乡村治理

南湖联丰村的“三治融合”密码

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联丰村，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

乡村庄。踏入联丰村，只见清澈的河水、九曲的小桥、古

朴的民居在翠竹掩映下，构成了一种山水画般的意境。

近年来，联丰村先后获得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示范村、省信息化示范村、嘉兴市民主法治村、嘉兴市绿

化示范村等称号，还被评为嘉兴市“三治融合”示范村。

那么，联丰村社会治理的“三治融合”密码到底是什

么呢？日前，笔者走进联丰村一探究竟。

2017年，联丰村在王祥里自然村开

启“美丽乡村”建设，投入1400万元，发

掘王祥里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这需要

对农户的承包土地进行流转。但“土地

就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却阻碍了该计划的实施。村民徐

联根（化名）家中的承包地很少，加上他

本身也喜欢摆弄一下农田，因此并不希

望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流转。徐联根

说：“自家还可以种点蔬菜售卖，补贴家

用。”

但徐联根家地处整个工程的中心区

域，土地不流转就会影响整个村庄建

设计划实施。联丰村百姓议事会成员前

后4次上门给徐联根做思想工作，都未能

取得徐联根一家同意。随后，村干部通

过与村道德评判团成员、已退休的老书

记徐明观商量，请老书记上门做这家村

民的思想工作。

“我和百姓议事会的一名成员先后3

次上门，和徐联根一家进行沟通，向他阐

明乡村建设的意义，同时也了解到他家

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答应给予解

决。”徐明观说，最终，徐联根一家同意签

约，使得美丽乡村建设得以顺利推进。

百姓议事会是联丰村推进德治、法

治、自治“三治融合”的一个重要组织。

“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联丰村党

委书记李正峰介绍，百姓议事会在“三治

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议事会成员参

与该村重大事项讨论，提出意见建议，为

老百姓争取最大利益。议事会由固定人

员12人、非固定人员近20人组成，每次

的议事议题，都是村里的重大决策或重

大项目，百姓集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村里做决策时，都要充分听取议事会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

李正峰说，联丰村不仅有百姓议事

会、道德评判团，还有乡贤参事会、百事

服务团、法律服务团。这些自治组织都

有负责人，都由本乡本土德高望重的乡

贤和老干部担任，平时活动就在村里的

“三治会堂”，因而“两会三团”在村里具

有较高的威信，在村“两委”与村民之间

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2018年1月，联丰村开始打

造南湖区红色旅游精品线。经

历70余天的辛苦奋斗，整个工

程初具规模，但问题也随之而

来。怎样才能把美丽乡村做

活？这是横亘在村“两委”班子

面前的一个难题。

“现在都时兴引进第三方来

运作，既然现在已是市场经济，

那么我们何不引进有着优良资

质的第三方来运营呢？专业的

事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做，否则

砸了钱，事也不一定能办好。”有

村民提议道。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这个项目是我们自己村里的，

为什么要让外人来管呢？难道

我们就没有能力来管吗？这个

项目应该由村里自行管理，由农

户自主经营！”会上，两种意见似

乎都有道理，两种理念激烈碰

撞，但始终争论不下，结论也难

以定下。

这时，李正峰想到了“两会

三团”：这个棘手的难题何不让

“两会三团”来试试呢？村“两

委”班子听到李正峰的建议，都

拍着大腿说：“对，这倒是个不

错的主意！”于是，村“两委”班

子将该事项交由百姓议事会来

讨论。

开会议事时，议事会参加人

员共12人，村党委书记作为召

集人，召集了区党代表、镇人大

代表、老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

代表等10人以及村法律顾问参

加会议。最终，联丰村引入了第

三方的嘉兴市远景旅游公司来

做顾问，为村庄景区做专业的策

划、管理和运营。还与南方旅行

社、嘉兴金拓国际教育学校等单

位签订合作协议，参与景区的开

发和经营。

2018 年，首届“寻美王祥

里”村游节吸引了近2万人前来

游赏。目前，村里已建有民宿、

农家乐、王祥里大食堂等20多

家，平均每家农家乐的年收入达

七八万元。2019年，联丰村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193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36080元。村

民们都为百姓议事会的这种民

主议决形式拍手叫好。

如今，联丰村每逢涉及村民

的大事要事，都通过百姓议事会

的民主决策，发挥群众的智慧和

创造力，既完美解决了在村庄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又规避了由于个别决策不当所

带来的风险。

联丰村有着近千年的文化

底蕴。在“三治融合”过程中，联

丰村“两委”班子从浩瀚的传说

故事中，有选择性地挖掘出能触

动人心扉的当地传统故事。“用

那些当地流传的仁义孝贤故事

来配合德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村委会委员谢惠康笑着说。

联丰村有个叫桃花岛的旅

游景点，在村里举办的旅游节

上，总会有个“桃花仙子下江南”

的特色巡游项目。原来在清乾

隆年间，余杭一张姓书生在赶考

途中，遭强盗打劫。身无分文的

张书生走到联丰村桃花岛附近

时，饿晕在了路边，被一名叫桃

花的徐姓姑娘所救，不仅取来了

吃食，还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碎银

子，给了张书生作盘缠。后来，

张书生考中进士被任命到杭州

做七品知县，赴杭途中，张书生

特意赶到桃花岛，想迎娶桃花姑

娘为妻，以表谢意。

可桃花姑娘认为救人一命

乃最起码的做人道理，至于婚

配，决不应允。对此，张知县十

分感怀。在其任职的县里，张知

县一再将此事向老百姓宣教，要

求老百姓讲孝顺讲美德。经人

们口口相传，杭嘉湖一带的人都

知道了桃花姑娘义重如山的故

事，以致后来文人墨客演绎出了

“桃花仙子”这样的人物。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孝

为人之本。孝，能生发出关爱他

人的美德。联丰村还有一位清

代做京官的曹铭胜，也是一个著

名的孝子。因母亲生病，他放弃

了做官的机会，辞官3年，回家

侍奉母亲，为乡里人称道。

类似的故事，在联丰村还有

许许多多。正因为有着丰厚的、

能触动人心底情感的历史文化

底蕴，使得联丰村如今的乡风文

明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

联丰村由于大力推行孝亲文化，

形成了“孝亲联丰”道德文化品

牌，“孝风”不断在这个“网红村”

绵延。“孝亲老人”“孝亲婆婆”

“孝亲媳妇”都成了村里的“网

红”，古老的乡风文明，又添上了

新时代“三治融合”浓墨重彩的

一笔……

欧福泰 谢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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