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善治，“议事场”里解民忧
大场镇深化“三化联动”“四治融合”“五大场景”，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 徐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近年来，大场镇突出“三
化联动”、深化“四治融合”、创建

“五大场景”，扎实有力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出了一条
党建引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的乡村善治之路。

  大场镇帮喜团成员走进新
人家中倡导文明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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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场镇作为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镇，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区“一四四六”总体
思路，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探索乡村全面振兴
的有效路径，助力新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先行区。今年1-11月份，大场镇工业产值达22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5%，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突破8000万元，签约引进总投资47.2亿元的
23个重点项目，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
　　一是聚焦强基固本，扎实建强基层组织战斗
堡垒。围绕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拧紧“镇党委
-新村党委-自然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
中心户”组织链条，扎实推动人员、服务下沉到
村，打响“一网兜事·红格联心”乡村网格化治理
品牌。依托党建综合阵地等多元化教育基地，组

织开展村级组织规范运行、乡村振兴主题培训等
项目，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
力。深入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
三年行动，多措并举激发17名回村任职大学生干
事创业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二是聚焦产业振兴，多元助推城乡融合提
质增效。持续壮大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电商物
流三大产业集群，充分利用董家口经济区、黄岛
项目等特色优势，瞄准航运物流、精深加工、航
空制造、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全力实施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项目，加速12个搬迁村庄原址开发利用，统筹
国防教育广场等7处研学阵地和草莓节、樱花节
等重点节会，系统挖掘农文旅资源，形成“一产
接二连三”的融合型发展模式。

　　三是聚焦改革集成，创新赋能和美乡村增
光添彩。持续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推动农
地托管服务、农民就近就业、农房多元盘活、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走实“党组织+专业合作
社+强村共富公司”的强村富民路径。扎实推进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聚焦创新“富民乡村
产业发展、数字乡村发展、乡村人才振兴、乡村
治理”四项机制，实施总投资4.5亿元的21个试
点项目。创新“强村共富公司+社会资本+农户”
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共富工坊、庭院养殖等方式
带动农民参与市场活动。全域数字赋能，搭建镇
级数字云脑平台，创新数字兴农、数字惠民等应
用场景。用好“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一口
整合数据、一键分流转办，推进基层治理现代
化，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大场镇党委书记孙涛———

勇当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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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大场镇
坚持党建引领，建强组织架构、开展多方联动、凝聚
基层力量，以系统化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在思想领动组织化管理方面，建强“镇党委-新
村党委-自然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组织链条，精准划分283个网格党小组，督促1100名党
员中心户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村情民意信息员、增
收致富领路员、矛盾纠纷调解员、为民服务代办员、
村容村貌协管员、村级事务监督员，让党员中心户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
　　在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方面，创新“一网兜事·
红格联心”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用一张网兜起群众
大小事；构建“50比1”微网格服务管理基层治理新模
式，即由一名网格长联系辖区内50名居民，配齐配优

“一专N微”，推动“多网融合、一网治理”；建立健全联
勤联动工作机制，推广红色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联
合会等基层治理模式。
　　在群策群力多元化管理方面，发挥“五社联动”优
势，引导建立30余个社会组织，推动网格治理共同体
建设；与16家单位开展党建联建，促进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创建党建带妇建工作品牌———“红袖三河”，
成立“红娘团、帮喜团、助老团、矛调团”四个团队，在
营造文明乡风、振兴乡村文化中贡献“巾帼”力量。

　　近年来，大场镇扎实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智
治”四治模式融合发展，逐步实现数字赋能、政府治
理、社会参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在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我们都喜欢到‘议
事场’说说，大家商量着办，‘议事场’太‘管事’了。”
保子埠村村民都对乡村“议事场”赞不绝口。
　　乡村“议事场”是大场镇探索“四治融合”的生动
实践。据了解，大场镇打造了10处乡村“议事场”村级
议事协商平台，推动实现治理过程群众参与、治理成
效群众评判、治理成果群众共享。同时，定期开展“场
开谈”活动，打造党的政策宣传站、群众呼声的回
音堂。
　　“大场镇坚持以村民自治为主线，综合运用好法
治、德治、智治等方式方法，不断完善‘四治融合’乡
村治理体系。”大场镇平安法治和社会工作办公室负
责人夏乾峰表示。截至目前，大场镇已打造9处“德育
乡村”，建立“1+5+N”开放性德育指标评价体系；建
成多处法治文化阵地，打造10个“普法强基示范村”，
成立6支基层普法工作队；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3%；创新“共享法庭”
模式，构建巡查联勤、整治联动的工作格局；打造“数
字矛调”线上智慧平台，公众投诉、警地联动等六大
渠道诉求实现一平台接收、一揽子调处。

　　以“规划好、建设好、环境好、经营好、乡风好、宜居宜
业”为目标，大场镇创建“五大场景”，聚力建设和美乡村。
　　大场镇聚焦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场景，推进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完善基础配套服务；绘就
河清岸绿的水美乡村场景，19个村庄获评省级清洁
村庄；拓展多元融合的文明实践场景，开展送戏下乡
等文明实践活动930余次。
　　不仅让乡村美起来，也要让产业兴起来、百姓富
起来。
  大场镇科学布局现代产业体系场景，建设陆海统
筹良种繁育示范项目等5个现代化农业产业项目，开
发湾东农事体验基地等文旅产业场景；围绕构建强村
共富联农带农新场景，采取多村联建、强村独资等方
式，创办强村共富公司。“探索形成‘资金入股、资源开
发、资产授权，挣薪金、分股金、拿租金’的‘三资创三
金’合作模式，镇级强村共富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555
万元，村集体收益222万元。”大场镇党委组织委员宁
聪表示，大场镇还支持8个村联合成立青岛八正投资
有限公司，承接推进总投资4.5亿元的21个试点项目，
打造“强村共富公司+社会资本+农户”联农带农模式。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共富产业厚积薄发，乡村振
兴步履铿锵……如今，在大场镇，一幅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乡村画卷正次第展开。

>>突出“三化联动”<<
一网兜事·红格联心

>>深化“四治融合”<<
“‘议事场’太管事了”

>>创建“五大场景”<<
和美乡村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