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纪大了，出门少。看看‘村报’就可以

了解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齐贤村李家埠自

然村的八旬老人李吉祥，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可一季一期由村委会自编的“村报”《新村齐

贤》，他看得很认真。

办“村报”，从撰写稿件到排版设计再到

校稿核对，工作量不小。村里事务本就多而

杂，村干部为何还要给自己找“麻烦”？笔者

从存档的（2015 年 10 月 20 日）第 1 期“村报”

的创刊语中找到了答案：齐贤村“两委”希望

借助这份“村报”，打造上下沟通、服务群众的

新桥梁。

驻村指导员诸永强曾在传媒行业工作多

年。他刚来村里就被这份发到每家每户的“村

报”吸引了，如今他也成了“村报”的采编主力。

“仅靠几名村干部，就办起了一张‘村报’，而且

一做就是这么多年，这在绍兴不多见。”诸永强

对这份“村报”评价很高，“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这份‘村报’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表述，都很适

合村民阅读。”

细翻“村报”，笔者发现内容非常丰富，不

仅是村民了解村情的重要窗口，还是记录村庄

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2021年6月30日第23期“村报”上，刊

发了这么一条“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位于齐贤村的中共绍兴独立支部

纪念馆迎来了接待高峰……自年初以来，已接

待各类参观团队400余批次共1万人次左右。”

原来，早在 1926 年，中共绍兴

独立支部就在此成立，齐贤村也

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最

早播火传薪的革命热土之

一。近年来，齐贤村以红

色“独支精神”为指引，

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齐贤村文

化礼堂率先成立绍

兴市首个文化礼堂公

益基金，被评为浙江省

“五星级”文化礼堂。村里

还把旧猪舍、仓库改造成“城

市书房”，又响应村民需求，建

设家宴中心、体育公园、红领巾广

场等，为村民营造一个学习与休闲

融为一体的良好环境。

如今，齐贤村呈现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面貌，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村民幸福感明显提升。好

山好水客自来，75岁的韩丽娟是较早尝到甜头

的村民之一。她在距离独立支部纪念馆不远

的地方，开了家小卖部。这几年，她进货的频

率越来越高。“村里游客多，我店里的东西好

卖！”韩丽娟说起自己的生意，露出了满意的笑

容，“村里发展好，老百姓的日子才会好！”

诸丹萍

一张表格：
以民意为工作导向

笔者走进刚投入使用的村党群服务中

心，只见整个大厅恢宏大气，左边放着4张

办公桌，是村干部日常办公的地方，右边是

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的便民服务中心，想

找谁，一目了然，不需要四处寻找、询问。

“集中办公的好处是能让群众‘进一扇门，

办所有事’。”齐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沈建利说，多年前，齐贤村就采用了集中

办公模式。

沈建利的办公桌上放着

一沓2022年征求村民意见

表。这张意见征集表由

“本户对村‘两委’工

作的意见及建议”

“新一年本户有以

下要求”两块内

容 组 成 。 自

2018年起，齐

贤村每年年初

都会下发这张表

格，向村民征求意

见。这些意见汇总、

梳理后，就成为村里新

一年努力的方向。

“你看，每张意见表上，

村民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去年村民提的要求集中在建停车位、家宴

中心，提高村民待遇等方面，目前已全部

完成。”沈建利从柜子里拿出 2021 年的征

求村民意见表，一张一张地翻阅过去，语

气里满是自豪。

在上千张意见表中，一张图文结合的

表格吸引了笔者，填写人是80岁的韩妙根

老人。原来，村里新建了一个亭子，韩妙根

每次路过，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如果放上

一块匾就好了。”韩妙根心想，所以在“新一

年本户有以下要求”一栏里，特地画了一个

简易版的亭子，标注了匾的尺寸以及上面

要题写的文字。“韩老先生的意见提得非常

到位。村里参考他的想法，做了一块匾挂

上去了。”沈建利说，这几年村民提的建议，

逐渐从关注自身向关注村庄发展转变，这

点让他很欣慰。

沈建利说，2018年首次开展意见征集

活动时，村民的参与度可没这么高。当时

空表格发下去后，收回来的大多数还是空

表格。“有的村民觉得村庄发展和自己无

关，也有村民认为表格是形式主义。为激

励村民主动填表，村里建立了奖励制度：如

实填写一张，就奖励10元。”他说，第二年，

看到前一年填写的要求实现了，愿意填写

的村民开始多起来。后来，村里取消了奖

励制度，因为不需要奖励，村民也愿意填

写。

为了能随时倾听老百姓的心声，这两

年，村里还建了村民微信群，由专门的村干

部负责管理，让村民提出的问题能及时得

到解决。

一个日子：
把矛盾解决在村里

1月27日，星期四，齐贤村的“村民说事

日”。一早，齐贤村乡贤会会长、77岁的徐

叶根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村委的协调室里。

徐叶根早年当过基层干部，善于调解村民

间的矛盾。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一位村

民上门反映情况。徐叶根听完诉求，立即

联系相关人员，约好调解时间。半个多小

时后，这位村民就笑着出门了。

前不久，村民张师傅找了一份临时工

作，但因为同事工作失误，导致他

的小拇指被机器夹伤。事故发

生后，公司承担了一部分责

任，但同事不愿意赔偿，因

为也是临时工，便一走了

之。多次协商无果后，

张师傅向徐叶根寻

求帮助。

“张师傅很厚

道，不想通过报警把

事情闹大，只想让对方

赔偿医药费即可。”徐叶

根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

去脉后，决定帮张师傅讨回

公道。

因为事发现场有监控，能还

原整个过程，定责难度不大。问题

的症结在于，怎么说服对方前来调解。原

来，对方是外来务工人员，不居住在齐贤

村，徐叶根等人和他都没打过照面。村干

部、乡贤等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这位外来务

工人员曾在一位包工头手下

工作过，而这位包工头承包

过齐贤村家宴中心建设

工程。于是，他们找到

包工头，在包工头的

劝说下，对方同意

调解。在“村民

说事日”这天，

双方当事人、

徐 叶 根 、包 工

头、村干部等人齐

聚调解室。经过调

解，张师傅和对方最

终达成了赔偿协议。

“这次多亏了‘村民说

事日’这一议事平台，帮我争

取了权利。”张师傅说。

为帮群众排忧解难，2019年7月，齐贤

村推出了“村民说事日”制度。每周四，由

乡贤会会长及村党总支书记带队，其他村

干部和人大代表、乡贤一起，现场接受村民

咨询、投诉，当场解释有关政策法规，解决

矛盾纠纷。如果事情复杂，还会根据情况

邀请法庭、派出所或街道的干部参加。

“2021年，‘村民说事日’共接待村民来

访说事50余件，调解成功40余件。”徐叶根

颇为自豪地说，目前“村民说事日”这项制

度还在齐贤街道推广了。

一张村报：
让村民实时知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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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表格了解民意，一个日子解决矛盾，
一张村报让村民知晓村里的大事小事——

柯桥齐贤村：探路乡村治理的先行者

你知道吗？2022年杭州亚运会比赛场馆之一的羊山攀岩中心，就建在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齐贤

村。这个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村庄，历史悠久。相传，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后，

后人承袭其遗风，在下方桥、石佛寺结社为友，齐集群贤，举樽赋诗，盛极一时。“齐贤”的村名也由此而来。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面积仅2.4平方公里的村庄，敢于创新，勇于实践，乡村振兴走在了前列。尤其是

近几年，齐贤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如每年下发征求村民意见表、探索每周一次“村民说事接待日”、

创办“村报”等，先后获得省善治示范村、省民主法治村、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荣誉。

近日，笔者走进齐贤村，感受乡村治理先行者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