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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亿万农民美丽乡村之梦
　　　王卫星

村里的事儿看似不大，但对农民来讲，其实都
不小。2010年在云南丽江调研时，有一个老太太
给我印象特别深。她说，最遗憾的是她家老伴命不
好，在村里小广场修好之前就走了，如果他能跟大
伙现在一样，每天到这个地方来跳跳舞，聊聊天，
该多好！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能让老太太
如此感慨，我听了很感动，村里这些公益事业对他
们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很多城里人不太能体会
得到的。

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欠账一直很大。过去农村
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乡统筹、村提留是一个
重要投入来源，但对农民也是不小的负担。农村税
费改革取消提留统筹以及两工后，带来了一个新
问题，原有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渠道被堵塞，而新的
投入机制未建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面临困境。为
解决减轻农民负担和发展村级公益事业这个两难
问题，农村税费改革时留有一个“口子”和政策空
间，就是村内户外农民自己受益的事儿允许村民
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来解决。但在组织农民筹
资筹劳时，普遍遇到“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问
题，导致村级公益事业停滞不前。为此，黑龙江等
省尝试了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的方式，就是在村民
依靠民主议事自筹资金劳务的基础上，政府再给
予适当奖励补助，既解决了农民自筹不足的问题，

又调动了农民议事积极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
才真正得以激活。2008年中央首批选取黑龙江、云
南、河北三省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到今年
已经六个年头，这项政策着眼于户外村内，拾遗补
缺，将公共财政的阳光直接撒向全国60万个村落，
体现了良好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开辟了
亿万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有效途径，提供
了公共财政直接投入到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载体，创造了农民发家致富的良好条件，而且还搭
建了基层政府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为促进基层民
主、增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不仅经
济意义明显，而且政治影响深远。

伴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快速推进，一些地方纷
纷开展了诸如美好乡村、幸福村庄、康居村庄、生
态文明村庄、美丽乡村建设等探索。各地在建设实
践中越来越感觉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具有明
显的制度优势，比如自下而上民主决策机制、农民
共同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县为主统
筹协调的工作推进机制等。因此，这项政策在美丽
乡村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之力，圆亿万农民美丽
乡村之梦，需要我们在完善政策、有效投入等方面
推进落实，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建
设标准和模式，不断积聚正能量，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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