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事务决策机制01

合理细分自治单元，进一步强化经
济社辖区的村（居）民自治工作；

广泛动员村（居）民共同制订和遵守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将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纳入公约；

完善激励惩戒机制，将专项公约的
执行与股份分红、宅基地分配、集体
资产竞投、公职岗位任职资格等挂
钩，推动解决车辆停放、老旧小区电
梯安装、垃圾分类等难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在乡村振兴建
设运维专项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收
益设立公约遵守奖；

制定村（居）民代表履职清单；

深化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推动全域创建“熟人社区”；

完善住宅小区重要事权清单管理制度；

强化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组建和运
行的领导。

支持各镇（街道）探索完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章程和优化经济社选举办
法，实行由成员代表选举产生经济社
干部；

完善党员参与经济社重大事项议事
决策机制；

探索建立当然代表制度，具备股东身
份的“两代表一委员”、村（社区）“两
委”干部、群团组织代表等经村（社
区）党委同意直接成为股东代表；

完善经济社重要事权清单管理制度；

完善镇级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审核机
制，探索镇域项目负面清单制度。

创新社会管理职责执行机制02

推动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职能向
经济社延伸，由村（社区）党组织从经
济社党支部委员、经济社社委等基层
骨干中选任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管理人员，从事本经济社辖区服务管
理工作；

鼓励有条件的经济社实行全职上岗，逐
步推进固定场所办公和固定时段在岗；

稳步探索分设村（居）民小组；

建立村（社区）、经济社[村（居）民小
组]社会管理职责清单。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和物业连片发展机制03

2023年底前，各镇（街道）至少建设一个镇村社联合开发的示范项目。

深化农村资产管理04

完善村（居）民自治机制05

基层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率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到2030年

一个坚持

A03
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沈煜 美编徐文霞

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集中财力支持标杆项目；

完善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立对薄弱村（社
区）动态帮扶、长效振兴机制。

南海出台《关于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村社权责，提升农村活力

剑指基层“最末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南海吹响基层治理攻坚战的冲锋号，下决心根治

“城不城、乡不乡”困局，破解基层“政府干、群众看”难

题！6月13日，南海召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暨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动员部署大会，发布《关于深化农村

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下称“《意

见》）以及若干份基层治理配套文件，聚焦长期制约南

海村社治理效能提升的体制机制性难题，做好顶层设

计，提出破解对策。

这份重磅文件剑指基层“最末梢”，将以党建引领，

进一步规范经济社权责，通过完善村社经济发展机制

和村社社会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南海基层治理水平。

“藏富于民”一直是南海给

人们的印象。这里所指的“民”

不只是指“钱袋子”鼓的居民个

人，还有分散于南海全区的村

社。数据显示，目前，南海有集

体经济的村居222个，下辖经

济社2047个，村社两级集体

资产总额达570多亿。

显然，南海发展的活力在

基层，但同时，痛点、难点、堵点

也在基层。在南海的 7个镇

街，不管是农用地还是建设用

地，都存在土地碎片化的问

题。土地利用的碎片化、利用

方式的粗放造成了空间布局无

序、资源利用低效、生态系统退

化，并且导致招商引资产业低

端、资产低值，成为产业转型升

级和活力新南海发展的障碍。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

数据所折射的村（社区）一级与

经济社一级权责关系的倒挂。

大量的农村集体物业和土地资

源掌握在经济社，然而权属却

十分分散，寻根究底，都与南海

的基层治理模式紧密相关，问

题的关键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

没有理顺。

以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难

题，成为摆在南海区委区政府

面前的一道攻坚题。

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去年

11月以来，南海聚焦长期制约

全区村社治理效能提升的体制

机制性难题展开调研。期间，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多次带队

深入村社了解实际情况，针对

问题系统分析研判。同时，南

海还成立了基层治理专班，由

区委改革办牵头，集多部门之

力，做好文件起草工作。

经过长达半年的酝酿和调

研，《关于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

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

见》于上周五正式通过区委常

委会审议，并在今天的大会上

重磅发布。

“《意见》把坚持党建引领

贯穿在每一条具体措施的工作

思路中。”区委办（区府办）副

主任丁坚介绍，把党的领导落

实到基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是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

方向性根本性要求，南海将以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

中心，通过人才队伍建设和体

制机制建设，进一步规范村社

权责，为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

海提供扎实有力支撑。

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涉及南海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

“顽疾”，找准问题攻坚，才能理

顺思路突破。

“不论是‘政府干、群众看’

现象所折射的治理方式问题，

还是关乎民生的停车难等细节

问题，都与基层治理息息相

关。”丁坚介绍，《意见》聚焦基

层治理难点、痛点，从5个方面

推出13项创新举措，全面覆盖

基层的党建、经济、社会、文化、

民生等各领域。同时，区委组

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

局等相关部门配套出台相关政

策，打出一套有南海特色的政

策组合拳。

此外，《意见》还实现了

“新”和“稳”的有机结合。在

“新”方面，《意见》突出改革创

新，推出的许多举措在南海属

首创。例如，《意见》明确将选

任一批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管理人员从事本经济社辖区服

务管理工作。“我们会对这个群

体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同时也

将其纳入管理，督促他们承担

更多公共服务职责，更好地为

群众服务。”丁坚介绍说。

对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

在经济社一级较为薄弱的问

题，《意见》将通过优化经济社

选举制度，任职党员社委，探索

建立当然代表制度，完善经济

社重要事权清单制度等举措，

健全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事务决

策机制。此外，《意见》还提出

完善村（居）民自治机制，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和物业连片发展

机制，提升智慧治理能力等。

基层治理道阻且长，行稳

方能致远。《意见》“稳”就稳在，

对于改革创新性较强的举措，

给予各镇（街道）、村社更多的

自主权，允许结合实际选择推

进的具体方式和时机。同时，

南海将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督

查指导、强化舆论引导，稳步推

进基层治理改革攻坚。

改革的目标也已明确。根

据《意见》，到2025年底，在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

显著增强，镇（街道）村（社区）

统筹明显强化，经济社运行管

理更加规范，基层群众自治活

力进一步提升，形成系统完备、

规范有序、运转高效的基层治

理体系，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走在全省同级地区前列。到

2030年，基层治理体系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率先实现基层

治理现代化。

进一步规范村社权责

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图读懂《关于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

重点考核经济社一级及其管理人员落实征地拆
迁、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的情况；

全面实施经济社一级向村（社区）党组织述职
评议机制，探索建立经济社社长提级述职评议
机制；

完善经济社一级工作人员津补贴制度。

推动监察监督向村社延伸；

深化农村“三资”提级监督，严厉打击农业农村领
域违法行为；

建立健全经济社干部职务行为负面清单，探索建
立经济社干部终身追责制度；

推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受
处分后补贴、奖金扣减工作试点。

依法加强对村社干部的监督08

建立镇（街道）对经济社一级的绩效考核体系09

深化城市大脑建设，打造全方位社会感知体系；

联动智运平台开展统筹调度，提升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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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坚持党建引领

一个聚焦 聚焦农村基层，进一步规范村社权责

一个中心 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中心

两大重点 完善村社经济发展机制
完善村社社会治理机制

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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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基层党组织领
导能力显著增强，镇（街道）村（社区）统筹明显强化，经济社
运行管理更加规范，基层群众自治活力进一步提升，形成系
统完备、规范有序、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治理现
代化水平走在全省同级地区前列。

到2025年底

个方面 项重点工作5 13

实施“百队千社万人行”志愿服务专
项行动，发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者
下沉至经济社；

实施新乡贤选树计划，建立公益事业
社会捐资配比机制；

推进好家庭好家风建设；

将美学文化融入乡村规划建设，推进
“一村一史一志”工程；

强化农村公共文体服务体系建设；

壮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支持创作更
多优秀本土文艺作品。

深化直联制度06

推进直联驻点下沉到经济社，抓实机
关党支部与经济社（住宅小区）党支
部结对共建；

深化“两代表一委员”参与直联制度；

融合基层各类阵地、资源、服务，加快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建设“1+7+N”10分钟党群服务圈；

区镇两级党群服务中心由党委组织部
门管理，其他由所在地党组织管理；

推进经济社“一支部一阵地”，升级建设
“党支部组织生活馆”。

健全乡村文化振兴机制07

完善监督考核机制
提升综合激励约束效能

（三）

健全资源整合共享机制，
提升智慧治理能力

（四）

融合三级党建网格和社会治理网格，搭建全网一
体化综合治理新平台；

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查办分离工作格局；

打造“智慧党建”掌上村居善治系统。

推进社会治理网格化“一网统管”10

完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模式11

创新要素配置机制，
健全基层治理保障体系

（五）

完善村社人才培育使用机制12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荣誉成员”制度；

加强区直部门工作人员、镇（街道）机关辅员、事
业单位人员、村（社区）“两委”干部、经济社负责
人交流任职；

建立经济社长镇级备案管理制度；

探索党员队伍分类管理。

优化财政资金投入安排13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付艳霞

（一）优化基层治理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村社权责

（二）深化党群联系服务机制，强化思想文化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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