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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走入后陈村，村口的大楼上，“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几

个大字很是显眼，即使是在高速路上，也可以看得清清楚

楚。这几个字当之无愧，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正发轫于这个小小的村庄。有人

说，这是中国农村民主法治的小岗村。

村庄不大，只有 300 多户，900 多人，占地面积也就 4

平方公里。虽不起眼，但她的治理史，由治到乱，再由乱到

治，其间有着来自基层的创举，更有着来自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的支持和鼓励，其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

缩影。

曾经，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红旗村。就在诞生村务监督

委员会的老村委会楼边上，恰好矗立着建于六七十年代的文

化礼堂，红色的标语清晰可见，相当有怀旧特色。追古思今，

对比明显。改革开放之后，固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村里矛

盾加剧，旧有的治理结构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尤其是当金丽

温高速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一下子给村集体带来1900万的意

外之财的时候，矛盾集中爆发了，接连两位村支书因经济问

题“落马”，村里矛盾丛生，上访不断，干群关系达到了极为紧

张的程度。

只有从内部生发出来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制度。本

村出身的胡文法临危受命，以街道干部的身份，入驻后陈

村。他很快发现，矛盾的根本在于村民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尤

其是村集体财务，缺乏知情权。于是，从 2004 年 6 月应急而

生的“财务管理小组”，到次年 6 月挂牌成立“村务监督委员

会”，规定与村干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村民，不能参选，使得

老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两样基本权利落到了实处。

顾虑不是没有，这是一项有悖于原有治理架构的制度创

新。村里干部不理解，原本村两委干得好好的，现在多出来

一个“第三委”监督我们，是不是对我们不信任？他们多少有

点委屈。县里干部在嘀咕，农村基层自治的根本法——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里，找不到相关依据，没有上位法支持，这种创

新能走多远？

来自浙江省、金华市和武义县各级领导的支持，让村里

吃了定心丸。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派联合

调查组赴武义调研后陈村务监督管理制度，并批示“要关注

和推动这个制度”。2005 年 6 月 17 日，习近平又亲自到后

陈村，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就村级民主政治建设问题进行

座谈。习近平表示，在实践中创造的“后陈经验”，通过建立

村务监督委员会来推进基层民主管理、决策、监督有机统一

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村务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

后全程监督，使各种矛盾有了内部化解的机制，这是很有意

义的探索，希望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为全省提供有

益的经验。

此后，我省多次专题研究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并召开

农村组织建设专题工作会议，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进行总

结推广。到 2009 年 11 月底，浙江全省 3 万多个行政村全部

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覆盖面达到 100%。2010 年 10 月，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了修订，将村务监督委员写入法

律，获得了国家法律的认可。

2013 年、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并要求大力

推进这项制度在全国的落地。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成为

浙江又一项来自草根，影响全局的创举，充分展示了浙江的

活力。

如果说，村委会海选只是迈出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前半

步，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则走出了后半步，使得农村治理体

系得以完善。十多年来，后陈村农村集体收入从 4 万元猛增

到 400 多万元，村里建起了前湖公园、湿地公园、廉政文化广

场以及老年免费食堂，村务监督也更加深入和细化，村里人

在电视上可以随时查看账目细则和发票。

制度建设不仅推动了后陈村的发展，还让村干部保持了

优良的作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见新一届村务监督委员

会主任陈玉球带人打扫卫生，她赤着脚在厕所里扫地，依然

保持了农民的质朴和勤劳。而保持了13年的“四零”纪录，更

是让后陈村人自豪：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

违规收入零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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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武义县后陈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陈 忠

武。

说实话，这项制度

刚搞起来的时候，当时

当村主任的我心里不

是没有过想法。总觉

得自己真心实意为村

里做了那么多事，还要

搞一个机构来监督我

们，这种不被相信的感

觉不太好。但是几个

月下来，我就慢慢理解

了，有了监委会，我们

干部不用再蒙受不白

之冤，工作其实更好开

展。

我觉得说到底，村

务监督就是两个“白”：

还干部一个清白，给村

民一个明白。百姓是

最朴实的，他要的就是

一个知情权。管住了

权力，村党支部、村委

会、监委会三个机构各

司其责，互相监督，村

子的发展就能又快又

好。

后陈的发展，和习

总书记的关怀是分不

开的。今天的后陈，和

当年他来调研时已经

又不一样了。我们改

造了前湖，建起了两个

公园，正在开发村后的

300亩沿江湿地搞亲子

游、红色游，利用好“后

陈经验”这块金字招

牌，让百姓的生活再上

一个台阶。全村百姓，

都盼着习总书记有一

天能再回后陈来看看，

听我们讲讲这越过越

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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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讲述

后陈村村民陈俊卿指着显示在电视荧屏的村务公开栏说，村民每家每户只要打开电视，村里所有开支一目了然，让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