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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三治融合”，创善治之路，宁海县还积极扬德治

之风，做好文化精神与法治思维的融合工作。

通过全面开展家风家训征集活动，将各具特色的家风家

训，制作成文，立于田头村尾街道，引导村民行为规范。同时，

利用慈孝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精神，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并整合党员、青年、巾帼、夕阳、慈

善、文化等多支志愿服务力量，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志

愿服务助推村民思想道德素质养成。

此外，宁海县司法局还借助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弘扬法治

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等主题法治文艺演出，为广大村民

带去了《法治三字歌》《36条马灯调》《反邪教》等一批自创自导

自演的法治文艺作品，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学法守法。
开展法治宣传开展法治宣传

种植大户有了法律顾问种植大户有了法律顾问

乡村晨舞乡村晨舞

形象标语形象标语

中小学生到下畈村参观中小学生到下畈村参观

宁海借力“三治融合”推进基层善治
本报记者 丁田醒 通讯员 叶玲霞 叶美景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一代游圣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提到的宁海美景，让这片山海美景兼具的土地被世人

所熟知，并收获了开游地、“中国旅游日发祥地”等靓丽名片。

而今，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发展的引领下，“处处是景、一路风景”的宁海更是勾绘出了一幅“远可望、近可游、居可养”的和谐美丽画卷——

“小微权力清单36条”，将农村小微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并被写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宁海经验”；普法联片入户制度，构

建了网格化“两员一顾问”普法模块，为基层治理工作奠定坚实法治基础；德治引领下，家风家训制作成文，立于田头村尾街道，引导村民行为规范……

“宁海经验”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我才几年没回家，咱村就大变样啦！”“是啊，

你没想到吧？这几年咱村是一年一个样，越变越好

啊。村子能发展得这么好，离不开‘三治融合’，特

别是‘36条’的功劳。”

这是在外经商多年的小王，回到宁海县岔路镇

下畈村与当地村干部的一席对话。

他们口中的“36条”就是“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

谋划、整体推进，并在制度保障上做好顶层设计。

如何扎紧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篱笆”？宁海县从

农村小微权力的规范使用上着眼。

早在2014年，针对群众反映村干部存在权力运

用不规范、“三务”公开不透明等现象，宁海县在全

国首创了“小微权力清单36条”，将农村小微权力关

入制度的笼子。

下畈村是当时首批试点村之一，可以说是“36

条”的发源地。推出“36条”以后，村庄建设提速了，

村干部做事有了约束也更加廉洁了，所以老百姓也

放心了，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

人管”的良好基层治理氛围。

后来，清单内容被写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

约中，进一步激发了乡村基层治理的活力。近年

来，根据各村运行实际情况，宁海县还结合“最多跑

一次”改革，对原“36条”内容进行了精简、修改，让

新版“36条”更符合乡村实际。

经过几年的运行，“36条”不仅有效推进了村级

重大项目建设，也更好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加了

民主监督力度，实现了基层依法治村的目标。仅

2017年，宁海县就及时纠正不规范村务行为136

例，对94人实施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处

理，挽回经济损失59万余元。

现在，宁海首创的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已被写入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还与“枫桥经验”“后陈

经验”一起写入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中，

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宁海经验”。

精准普法让法治深入人心

“农村的承包田是可以流转的，

但是要根据法律要求，办理相关手

续，这样一来，哪怕以后出现纠纷，大

家也不会相互扯皮了。”

不久前，在宁海县岔路镇梅花村

举行的乡村法律课堂启动仪式上，来

自宁海县知仁律师事务所的杨建员

律师，为该村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治课，并就村民生产生活中所关心关

注的家庭婚姻、民间借贷、交通事故、

防范诈骗等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在场的村民听得津津有味，都说受益

匪浅。

“在乡村治理中，良好的法治氛

围是关键，也是基础，这就要求我们

要找准切入点，以精准普法，助力乡

村振兴，让广大村民真正懂得尊法、

认真学法、知道守法、善于用法。”宁

海县司法局局长陈海燕如是说。

根据这一目标，宁海县司法局创

新举措，印发了《关于〈加强精准普

法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基层依

法治理、重点对象学法用法”等作

为精准普法重要内容，开展精准普法

行动。

像梅花村这样的“乡村法律课

堂”就是实施精准普法行动内容之

一。据了解，该活动第一期在梅林街

道河洪村等9个美丽乡村开展，以此

来加大乡村普法力度，提升村民法治

素养。据悉，该活动将在全县各村

（社区）推出第二期、第三期……从而

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营造良好氛围。

此外，为扫除乡村普法盲点，宁

海县还试点普法联片入户制度，通过

网格化普法，构建“两员一顾问”（网

格员、调解员、法律顾问）普法模块，

并结合“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打造

按需普法、菜单式普法等，及时满足

当地群众法律服务需求。

充分发挥律师专业性普法资源

作用，由农村法律顾问与种植户签订

“法律医生”服务协议就是其中一项

创举。

“以前看电视，觉得律师、法律顾

问什么的，都是有钱人请请的，哪知

道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法律顾

问。”日前，宁海县胡陈乡水稻种植大

户俞阿姨高兴地握着农村法律顾问

的手说道。

据了解，服务协议签订后，农村

法律顾问将以种植大户法律需求为

导向，通过微信、视频、网络通话等各

类方式实现法律服务无缝式衔接，确

保种植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法

律纠纷能“找得到人”。同时，在种植

户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村法律顾

问还通过送法上门，实现农户法律保

障“零跑腿”。

扬德治之风创善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