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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破解难题

贵州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民负担。四是倡导社会捐赠赞助，社

会各界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关注和支

持，壮大了建设力量。

二、“议”字当头构建自下

而上民主决策机制，破解农村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

难题

贵州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从始至终坚持一个“议”字，充分

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

的主导作用，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

项目立项由村民“商议”、村委“审议”、

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项目建设选择

大多数群众认可的方式；项目后续管

护由群众民主商议制定，通过“村规民

约”形成长效维护机制，给予农民“话

语权”。项目实施整个过程要求“建设

内容、流程、结果”三公开，给予农民

“知情权”。实施效果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给予农民“评判权”。可以说，贵州

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过程，实际

上是一个“还权于民”的过程，目的是

调动老百姓参事议事的积极性，推动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针对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项目和财政奖补资金“僧多粥

少”等问题，花溪、贵定等区县实行人

大代表投票表决制度，由项目村寨的

群众代表陈述，人大代表当场评议投

票表决，丰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内容，从制度上、法律上规范了群众

意愿与政府决策行为。长顺县白云镇

大思京村在修路过程中，由村民面对

面选举产生了“组管委”，由于群众信

赖，充当了管理角色，大事小事，管得

大家心服口服，其核心就是民主二字。

贵定县云雾镇平伐村莫下寨早年成立

的寨务理事会，在一事一议过程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发展成为莫下寨小区

管委会，全面承担起本寨经济发展和

社会管理事务。锦屏县有两个村因为

种种原因长期互不往来，2009年修建

道路时需互占对方土地，两个村的干

部群众自觉商议、相互支持，不仅无

偿提供土地，而且还相互投工援助，

从而化解了一起长达几十年的矛盾。

三、以县为主构建工作推

进机制，破解农村工作“单打

一”的难题

一是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机制。全省自上而下、从省到村都

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作为一项重

大的民生工程，明确由农村综合改革

领导小组负责领导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工作，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实行一把

手负责制，政府牵头组织，建立健全

部门分工协作机制，综改办负责日常

工作，农业部门负责监管筹资筹劳，

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二是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规范管理、

阳光操作。省对县的资金分配实行

“基数”+“奖励”办法，对工作开展

得好的县（市、区）给予重点奖励。建

设内容实行“规划先行、重点突破”，

以规划引领建设，优先解决农村需求

最为迫切的道路交通等问题，并围绕

“四在农家”的目标，选择基础条件

较好的村寨实施整村推进示范建设。

近年来，贵州在实施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实践

中，结合省情民情，创新机制，找准

政策制定和工作实施的出发点、结合

点、切入点、着力点和归宿点，努力

破解农村难题，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以农民为主体构建多

元化投入机制，破解农村公益

事业建设难题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由于缺乏政

策引导等原因，贵州一事一议筹资筹

劳开展情况不理想，“事难议、议难决、

决难行”的现象较为普遍，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与农民群众需

求相去甚远。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工作以来，经过几年的探索，贵州逐

步形成了村民投工投劳、政府奖补物

资、部门提供技术指导、社会各界捐赠

赞助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多元化投入

机制，有效破解了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的众多难题。一是尊重群众意愿，解决

的是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的、直接受益

的问题，避免了盲目投资。二是让农民

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群众

投工投劳，极大降低了建设成本，收到

了少花钱、多办事的效果。抽样调查表

明，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方式建设

通寨硬化路，比发包方式要节约20%—

50%左右的财政资金。同时，村民自行

协商解决拆迁、占地、投劳和以资换劳

等问题，有效避免了矛盾纠纷，促进了

农村社会和谐。三是项目建设所需材

料物资由政府给予足额补助，所需技

术服务由部门无偿提供，避免了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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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村寨的选择实行公开竞争，择优

确定。三是建立健全稳定增长的经费

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将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建立稳定增

长机制，并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工作经

费。四是下放工作权限。为简化工作

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工作

积极性，省里将目标任务制定、资金

安排使用、项目立项审批、项目组织

实施等权限下放到县，权、责、利相

结合，建立以县为主的工作机制，为

县级创造宽松环境。同时，将项目调

整审批、监督检查、考核验收等权限

下放到市（州），调动市（州）工作积

极性。省主要负责制定奖补政策、完

善办法制度、审批年度实施方案、实

施奖惩措施等宏观管理工作，形成上

下联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

四、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构

建绩效评估机制，破解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难题

一是以群众满意为标准设计绩

效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群众对村

“两委”的工作表现是否满意，党员干

部是否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项目实施

是否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及农民增收，

是否促进农村社会管理改善等。二是

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平台，完

善村“两委”牵头组织和基层党员干

部的模范带动制度，要求有所作为、

群众满意。兴仁县实行了村干部“板

凳”制度，对一事一议工作不作为、

群众不满意的村干部及时撤换，并推

行“竞争上岗”。三是建立完善规范化

管理制度。省里相继制定完善了《贵

州省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办法和制度，从村民议事到筹

资筹劳、项目资金管理、物资采购、

绩效考核、项目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

都进行了制度规范。四是建立完善监

督检查机制。全省实行群众监督与部

门监督相结合，社会监督和工作考核

相结合，部分县市还引入了人大监督

机制。各级综改办及财政监督部门将

一事一议监督检查纳入年度工作考

核目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检

查、审计和考核验收。正安、印江等

县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列入人大

监督检查的重要事项，定期报告工作

进展情况。五是发挥绩效考核促进作

用。年度工作结束后，省、市对县级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并

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措施。对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较好、群众满意度高、

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

农村社会管理明显改善的县给予奖

励；反之，责令整改，并视整改情况

采取处罚措施。通过绩效考核，实现

党政主要领导重视和不重视不一样，

干好和干不好不一样。

贵州创新机制破解难题的做法

和措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

是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带动

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全省

累计实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80多亿

元，引导群众投工投劳近4.2亿个工

日，折资200多亿元，建成各类村级

公益事业项目近3万个，覆盖全省所

有县区和乡（镇），已有1.5万多个行

政村、12.4万个自然村寨，700多万

户、3000多万农民直接受益。二是促

进了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在近

年来的村“两委”换届中，大量在工

作开展中涌现出来的热心公益、想办

事、能办事、会办事的人被老百姓推

举进入村“两委”。从近年来各地村

级换届选举和农村党员发展情况来

看，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村

“两委”连任比例远高于未实施的村，

工作最积极的村民大都成为村“两

委”或村寨社区管委会成员。三是加

强了农村社会治理。一些通过村民面

对面选举产生的团队，通过组织实施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进一步赢得

了群众的信赖，发展成为组管委或寨

管委，有效延伸了村“两委”的管理

和服务，对在新形势下把农民组织起

来、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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