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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需要模范引领的作用，

增强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在管头村基层治理十法中有鲜明体

现。曾有位游客因停车位问题与农家

乐业主发生纠纷，管头村党员干部厉

伟尧听说后，主动介入调解，给双方

泡茶，耐心倾听劝解，终于让双方放

下争执：车主道了歉，把车停到了指

定的停车场内；业主也道了歉，承认

自己态度不够好。

红色网格在管头村发挥了巨大作

用。在管头村大网格的基础上，村里

划分6个小组，由村两委干部兼任组

长，并将党员作为红色网格员纳入网

格管理，每周开展网格巡查。

这其中，十法的“头条”便是先

锋引领法：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

导向、凝聚、约束、激励作用，倡导

党员带头开展巡逻、带头参与安保等。

同时，最美激励法也颇为管用，

通过最美管头人评选、表彰好人好

事、设立好人基金等方式，倡导人

人行善、以评立德。此法和暖心疏

导法——通过设立村级心理咨询

室，主动开展心理咨询和干预服

务，让基层治理在规范有序中人情

味十足。

机制推动共建共享

“管头管事”是管头村各类组织和

“管头管事”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总

称，采用“1+1+X”模式（1个指导团+1

个管事团+若干“管头管事”志愿者）。

开头讲到的首批登记的24名“管头管

事”志愿者，分别负责治安、食品安全、

消防安全、游客投诉、心理咨询等事

宜，要对每一起游客投诉做到有记录、

有结果、有反馈，对心理压力过大的游

客和村民，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劝慰等

工作。

志愿者担子不轻，但心中有底。

在这次“管头管事”志愿者队伍成立现

场，李斌峰除了对志愿者提出期望，还

要求镇党委政府、综治安监等部门对

志愿者队伍加强指导，党员干部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公安、消防等部门要

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妇女组织、老年协

会、乡贤、企业家的作用也要充分

发挥。

这些，正是管头村基层治理十法之

一的“共建共治法”的生动写照。此法

精髓是以党员为骨干，组建社会组织队

伍参与村内社会治理，建立农家乐服务

中心、乡贤参事会、平安志愿者队伍等6

支队伍，做好游客管理、纠纷解决、困难

救助等。

同时，警民联防法也推动着共建

共享氛围的形成，由社区民警、辅警、

党员、消防队员指导巡防队员每周3

个晚上开展治安巡逻，指导农家乐业

主熟练掌握“一懂三会”知识。

另外，基层治理十法还包括纠纷调

解法：成立人民调解员、乡贤、党员和外

来游客共同参与的人民调解组织，在实

践中形成了“两先”调解理念，即本地人

与外地游客发生纠纷先从本地人身上

找原因，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发生纠纷

先从党员干部身上找原因。

基层治理十法谱写磐安“管头样板”
本报记者 陈卓 通讯员 陈强

前不久，磐安县尖山镇管头村“管头管事”志愿者队伍成

立，“管头管事”LOGO发布，首批24名志愿者接受聘书。磐

安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斌峰提出，志愿者要“把村里的事

当作自家的事”。

村里的志愿者队伍如此受到重视、承载厚望，有其深意

——“共建共治法”正是管头村基层治理十法之一。在县委政

法委的指导下，村党支部的领导和全村的探索实干下，管头村

基层治理十法日渐成熟，正辐射推广至全县，更是吸引着各方

前来取经。

拥有省“美丽宜居 浙江样板”

双百村、金华农家乐第一村等称号的

管头，有3000余个农家乐床位，年

均接待游客70万人次，平时每周有三

班旅游大巴从上海直达这里，旅游旺

季日均几十辆旅游大巴车停在村口，

上千名游客住宿过夜，游客远多于当

地村民……如此盛景，离不开管头这

些年在基层治理上的转型升级。

十多年来，管头村的农家乐从无序

竞争转为有序发展，“四统一”模式也

作为成功经验在全省推广，而随着游客

数量的急速攀升和需求的升级，近年来

管头村在探索农家乐的良性发展中，扎

根地域特色的基层治理发挥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基层治理十法应运而生。

一次，管头村民周文正接到曾住

宿过的宁波游客的电话，那头的声音

很是着急——回到家后发现戒指丢

了！周文正请对方先别急，搁下电话

就开始行动。果然，他在这名游客住

过的房间里找到了戒指，并马上将戒

指快递了过去。带着信任和感激，如

今这名游客每年都会带亲友来周文正

家的农家乐消暑度假。

在管头村，家规民约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一种实际行动。这也凝结成了

基层治理十法之一——家规民约法：结

合农家乐发展，制定具有管头特色的村

规民约，党员带头立家规传家风，带头

遵守村规民约，引导全村向法治有序、

德治有效、自治有章方向发展。

游客多了，丢失东西成了常态，不

过没啥好担心的，因为有天网防控法

——管头村推进党员、农家乐业主安装

监控，与村级监控无缝对接。如今，全

村共有监控120 余只，确保车过留影，

发挥了加大民生服务、加强治安防范等

多项作用。

一次，一名上海老人外出散步，

天色渐黑，却想不起自己所住的农家

乐是哪一家了。民警恰好路过，见老

人神色异常，主动上前询问。在得知

老人相关情况后，民警拍下老人照

片，现场进行身份对比，马上查出老

人入住的农家乐，将老人安全送回。

能这样快速解决问题，离不开身份验

证法：管头村以实名制为抓手，从旅

客住宿实名登记、农家乐业主实名申

报、安保器材等实名购买、电动车实

名安装上牌等处着手，做到人过留

痕，全程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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