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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评理会 化解烦心事
■ 朱安玲 王其梅

近日，在安徽省天长市万寿镇，一
场信访评理会让张安村村民殷德明老
人的一件烦心事得以化解。

殷德明原来是一名低保户，后来，
当地有关部门撤销了其低保资格。老
殷得知后多次到镇里综治信访办上
访，要求恢复他的低保待遇。镇综治
信访办接到信访件后，及时摸清情况，
并召开了信访评理会。

评理会上，主持人向老殷确认评
理事项，老殷详细陈述事由，信访事项
承办单位等各自进行陈述、质证、辩

论。相关负责人介绍，考察老年人是
否应该重新纳入低保，必须综合考察
其自身收入和赡养人的经济状况。殷
德明属于老复员军人，在20世纪90年
代初被审批为定补对象，目前定补加
其他各项补助，每月合计收入 1876
元。此外，殷德明的赡养人家庭收入
状况也良好。在医疗保障方面，像老
殷这样的优抚对象可免收新农合参合
金，因病住院有三重保障，报销额度可
达到90%以上。

最后，评理员对信访事项进行闭
门合议，分别发表个人评理意见，随后
经合议拿出可行性方案：老殷不符合

低保条件，但若确实经济上存在困难，
可向镇村两级组织申请临时救助。这
样，虽然老殷因不符合条件无法享受
低保待遇，但经过信访评理，让他进一
步熟悉了低保政策，化解了他的心结，
最后他表示接受评理会提出的方案。

据了解，近年，信访评理会已成为
天长市化解基层矛盾的“前哨站”。
2020年，该市加快推进镇（街道）村居
（社区）信访评理室规范化建设，实现
市、镇、村三级信访评理室全覆盖，评
理员队伍也得到了加强。三级信访评
理室建立以来，已开展信访评理近200
起，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 李凤

我的家乡位于成都平原东南
方向的浅丘地带，整个村庄按照浅
丘、山坳的地形起伏划分为14个
小组，每个小组有一百多人。一条
7公里长的乡村水泥公路蜿蜒着，
将各个小组串联在一起，通向场镇
和市区。

1月31日上午8点多，家门前
的公路上传来“开会了，交垃圾费
了”的大嗓门儿声。我走出家门一
看，邻居家的坝子上集中了好多熟
悉的面孔。不一会儿，大部分村民
都到坝子上来了。会议主要有两
项议程，第一项是本村防控疫情工
作的安排，第二项是收取2021年
的垃圾费。小队长拿出了本小队
的户籍名单和一个笔记本，村民按
照名单上自家的户籍人口数现场
缴纳垃圾费，每个人每年缴纳24
元，平均每人每月2元。

每个小队收齐垃圾费之后交
到村集体汇总，村集体再交给镇财
政所，村里集资的垃圾费和各村集
体的部分工作经费，作为村集体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费用。

村头村尾分别放置了一个绿色
垃圾桶和一个红色垃圾桶。绿色垃
圾桶上标记着“可回收垃圾”，红色
垃圾桶上标记着“不可回收垃圾”。
两个垃圾桶已经装满了垃圾。村上
规定，村民只能将可燃的生活垃圾
以及部分厨余垃圾扔进垃圾桶，投
放垃圾之前还需用袋子将其打包系
好。据村民介绍，目前村庄很少有

村民就地焚烧和乱扔垃圾，若焚烧垃圾产生较大空
气污染的，还会被镇上罚款200元以上。

从村支部书记那里得知，每个村集体需聘请
一名清理垃圾的环卫工人，村集体每月需给付
3200元工资。村集体为工人购买意外保险。

本村环卫工是村民们引荐的邻村人，今年57
岁，承担了两个村庄的活儿。他每隔一天就开着三
轮车来收垃圾。若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村支书会
将办事人家的具体位置提前通知环卫工，环卫工会
直接到门前清理垃圾；若发现村民乱扔垃圾的情况
比较严重，环卫工会直接提醒农户或向村支书反
映。村里的垃圾需要运送到乡镇上的垃圾中转站
进行打包，然后统一运送至距离市区十几公里的清
水镇火力发电厂，用于火力发电。

乡村在公共卫生事务治理中探索出了具有
地方特色的自组织模式。首先，村民低成本集资
与村集体经济补贴相结合，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
的积极性。村民们常常表示“交了钱就要享受服
务，懒得背到后山的深坑里，焚烧垃圾还要罚款，
不如都放进垃圾桶”。另外，由村民推荐乡村环
卫工，最终选出的工人对村庄具有较强的责任感
和认同感，并通过直接以身作则和间接提醒的方
式影响村民的卫生观念。镇政府将原有的清洁
员工和退休管理人员重新编入第三方服务机构，
嵌套在环卫公司的组织架构中，他们对本镇的环
卫工作具有一份职业责任感。

但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乡村按照户籍
人口收取垃圾费，但进城多年而户口还在村或土
地在村的农户，部分空巢老人、独居户自称垃圾
少而不愿缴纳垃圾费。村、镇的管理边界，缴费
人员的界定等问题，这些细节都需要继续完善。

据我所知，全国不同地区，村庄的公共卫生
事务治理逻辑不尽相同，依据村庄结构和经济实
力的差异，有的已经完全市场化，有的完全依靠
自治和激励的方式，有的将市场与社会性力量充
分结合。我们所需要的，的确是一个因地制宜发
展起来的美丽乡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

近日，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组织机关支部党员、巾帼志愿者30余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此
次植树面积5亩，种植油茶树300余株。截至目前，渡马镇油茶面积已达3000亩，并将于2021
年实现5000亩种植面积。 吴美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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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杨进涛 文/摄

春节期间，河北省肃宁县师
素镇西南庄村张艳肖的草莓采
摘园，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一边
品尝，一边连连夸赞草莓好吃。

张艳肖种的草莓为什么这
么好吃？她有什么独门秘籍？
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
西南庄村，见到了快言快语的

“草莓姐”张艳肖。
今年53岁的张艳肖种植草

莓已有16个年头。2005年，她
建起了占地一亩的第一座草莓
大棚，当年获利5000多元。尝
到甜头后，她扩大种植规模。

刚开始种植草莓，张艳肖并
没有什么技术。有一次，听说用
牛奶浇灌草莓，长出的草莓就有
奶香味道，她就去跟邻村的一家
奶牛养殖户协商，要来奶牛场的
等外品和奶罐清洗余奶浇灌自
家的草莓。结果，因为牛奶稀释
配比不对，草莓秧苗几乎全部被
烧死了，“好大的损失，真是心疼
啊！”

从那以后，张艳肖开始到处
学艺，县里的书店，她都寻遍了，
查找有关草莓种植的知识；她还
到草莓种植大县保定满城县拜
师学习，在大棚里帮人家干活
儿，一边干一边学……回来后，
她大胆尝试，率先采用起垄种
植、地膜覆盖、蜜蜂授粉等技术
种植草莓。她每天守在大棚里，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呵
护草莓。

“要说草莓的事儿，得有一
箩筐。”张艳肖说。她每天早晨
掀开大棚卷帘，傍晚再盖上卷
帘，好多次不小心从棚顶滚了下
来，“没白摔，摔出了一个好身板
儿。”张艳肖解嘲地说。

有一年，草莓秧苗种上后几天就全部枯萎
了，大棚里几乎一片光秃秃。张艳肖忍不住哭
了起来。她以为草莓全军覆没了，便去服装厂
打工。几天后，放心不下的张艳肖又回到大棚
查看，发现草莓竟然齐刷刷地长出来了，她高兴
得放声大笑。

“没想到草莓生命力这么强。真是不疯魔
不成活！”几年下来，张艳肖的种植技术越来越
精湛，她也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有新想法儿。

“每年草莓价格最高的时间段是腊月和春
节前后，咱家的春秋大棚草莓‘五一’才到盛果
期，价格一路走低。这不行，咱得变！”张艳肖和
丈夫商量一番后，决定投资建设温室大棚。

建一个标准的温室大棚要15万元以上，有
人说错季种草莓难度大，不易生长，闹不好就得
赔钱，劝她别冒险。可张艳肖是个倔脾气，认准
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她东拼西借，和
丈夫自己动手，硬是建成了高标准草莓温室大
棚。一鼓作气，她又引进了新品种，种植成功
后，单果有的重达100克左右。

2018年，张艳肖从保定顺平县引进了红颜
九九草莓新品种。为了加强夜间光照，她在大
棚里安装了叶面补光灯，草莓长势良好，成为各
大蛋糕店、水果店争相订购的果品。

去年11月的一天，张艳肖在大棚里发现草
莓出现病灶，判断为空心断头病。她马上赶回
家取喷雾器，匆忙中忘带家门钥匙，她从邻居
家登上房顶，想踩梯子进院子，一不留神从房
顶上跌落下来，当场昏迷。乡亲们紧急送她到
医院治疗，住院不到一周，她瞒着医生让丈夫
接了出来，不回家，直接去了心心念念的草莓
大棚……

张艳肖家的草莓常常卖得比其他种植户
贵，而且畅销，有人不解，张艳肖总是笑着说：

“贵有贵的道理，我付出的比别人多，草莓比别
人种得好。”

这些年下来，靠草莓种植，张艳肖家里翻盖
了新房，买了轿车。自家致富后，张艳肖开始
带动村里的姐妹们一起发展草莓种植，姐妹们
需要技术指导，她总是有求必应。“我自己富了
不算啥，乡亲们都富了，都过上好日子，才好
呢！”

如今，草莓已经是张艳肖生命里不能舍弃
的一部分了。张艳肖告诉记者，春节过后，她就
着手再流转50亩土地，扩大草莓种植面积，并兼
营农家乐采摘观光旅游。她还准备发展盆栽草
莓，打造能带回家的草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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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玉根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
紧邻国家4A 景区唐昭陵，距离西安市
城区 70 公里,共有 62 户 286 人，土地面
积600余亩。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袁家
村的村办企业曾经发展红火，但随着企
业不景气，村民纷纷外出打工，村庄几
近“空心”。

2007年，在新任村支书郭占武的筹
划和带领下，袁家村依托区位优势和传
统村落资源，率先发展民俗旅游业，打
造了民俗老街，集中展示关中民俗文
化；2009年又建成饮食一条街，鼓励本
村和周边村民经营农家乐，汇集了近
100种关中特色美食，成为袁家村旅游
业的最大亮点，引来了大量游客，年接
待游客量达到100万人次。

2011年，袁家村对产业进行升级，
先后建设了客栈区以及酒吧街、艺术
街、时尚街等主题街区，发展民宿等乡
村休闲度假业，引入周边村民和外来大
学生、艺术青年共同参与。从 2016 年
开始，袁家村利用品牌效应，实施走出
去战略，陆续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袁家
村小吃体验店。

如今，袁家村早已成为享誉全国的
“关中民俗第一村”，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10 亿元，本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2020年，袁家村旅游虽然也一度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影响有
限，年底入选 2020 全国非遗与旅游融
合发展优秀案例和2020年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亿元村名单。

袁家村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很多，
比如依托区位优势率先开发民俗旅游
业、及时升级产业、走“三产带二产促一
产”的融合发展之路、过硬的服务质量、
严格的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等，而他们
最有特色的做法，是建立了一套合理的
利益联结机制，实施了利益均衡的分配
模式。

发展民俗旅游之初，袁家村就把村
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量化成资产，折合
成股权，集体保留38%，其余62%按比例
分配到每户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名下，每户平均 20 万元，每股年
分红 4 万元，缺资金的农户以土地（每
亩折价4万元）入股。此为本村村民的
基本股，目的是确保村民的财产性收
入。在此基础上，袁家村村民还可以自
愿入股，但入股资金有严格限制，原则
是照顾小户、限制大户，做到利益均
衡。此为调节股，目的是调节收入分
配，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促进村民共
同富裕。

更为独特的是，袁家村还实行了商
户互相持股、交叉持股的股份合作制。
由于多方面原因，景区商户有的挣钱
多，有的挣钱少甚至出现亏损。挣钱多
的积极性高，越挣越多；挣钱少的没干
劲，有的人甚至想放弃原来的经营项
目，改做更挣钱的生意。这样既破坏了
景区经营项目的多样性，还可能形成恶
性竞争。为此，村里引导商户成立股份
合作社或公司，让集体旅游公司、村民
合作社、商铺、农家乐等经营主体之间
相互、交叉持股。原始经营户为发起人
和大股东，挣了钱得大头，各参股户为
小股东，分小头。

比如，村里一家酸奶生产经营户的
生意相当红火。村干部便说服该商
户，发起成立了酸奶股份制公司，让其

他村民和商户参股。有了充足资金，
酸奶厂经营规模扩大了，每年纯利润
增加到1000万元。大股东赚到了更多
的钱，其他参股户也随之获益，皆大欢
喜。

实践表明，袁家村通过股权改革和
实行村集体股份合作，不仅盘活了集体
和农户的闲置资产，还实现了农户个体
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紧密结合，村民与集
体经济组织共进退，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村民收益也得到了保障，并实现了
共同富裕。商户股份合作制的推行，改
善了产业发展环境，避免了恶性竞争。
虽然村域内的外来经营户 1000 多家，
本村村民经营户只占三成，但由于相互
之间利益紧密相连，始终保持了和谐共
处，产业得以健康发展。

反观有些村庄和乡镇，由于利益联
结机制不健全，集体与村民之间，经营
户与村集体和村民之间，利益分配不公
平，相关方特别是村民的利益得不到保
障甚至受损，村民对集体经济和产业项
目不关心甚至不支持，纠纷时起。有些
村域景区的商户由于缺乏利益联结，各
自为政，恶性竞争，导致好端端的产业
发展不起来，难成气候。这样的案例时
有发生，令人惋惜。

如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是我国乡
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为
此，国务院2019 年7月印发《关于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把加快全
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健全利益联结
机制，作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一项基
本原则。农业农村部2020年11月印发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要求，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
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引导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明确权利责任、
建立治理结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
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
确保各方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的重要
措施，也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保
障。产业起步容易发展难，保持持续繁
荣更难。贯彻落实好中央有关乡村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袁家村等地的相关
成功经验可以作为学习借鉴的样本。

张艳肖在自家大棚里和员工一起采收草莓。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关中民俗第一村”实现产业腾飞——

袁
家
村
小
吃
一
条
街
游
客
爆
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