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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嘉善人，

出生在大云镇缪家村。

我小时候家乡就是典型

的农村，碧绿的田野水里能

够捉鱼虾。后来有段时间嘉

善也出现过“村村都在冒烟、

哪管高端低端”的情况。

再后来，我的家乡又变

了，建起了巧克力工厂。我的

表弟从嘉兴回来进了巧克力

工厂，现在他会做糖果和巧克

力。村里五六十岁的大伯、阿

姨也都进了巧克力工厂。

以前我们带孩子去上海

玩，现在一辆辆大巴载着上

海杭州的孩子到我们的巧克

力工厂来玩。

我不说嘉善那些高精尖

的技术，就想推荐大家到我

的家乡来玩。且不说动静相

宜声名远播的西塘，我们的

大云有巧克力小镇，干窑有

机器人小镇。如果你喜欢自

然风光，可以去看碧云花海

十里水乡。夏天，你也可以

来葡萄园采摘游。到了 10

月，大云镇村道两边都是向

日葵。天气渐冷，可以夜宿

云澜湾温泉小镇。另外，东

云村拖鞋浜还开了个云端客

栈，又是另一番体验呢。

市民记者徐张娜：
送你一张嘉善的四
季导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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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 结 合 的 乡 村 治 理 体

系”——去年，发轫于嘉兴的

“三治合一”基层治理创新，

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

告。

同样地处嘉兴的嘉善天

凝镇洪溪村，则以 15 年“小

村巨变”为其写下了生动注

脚：以自治“激发活力”，以法

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

化雨”，推动小村逐步走向善

治境界。

走进洪溪村，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别墅连排，河面上

正在修建的是水上舞台，路

口的路标标注着往东是“3D

墙面”“民宿”“先锋公园”，往

北是“ 垂钓中心”“ 开心农

场”⋯⋯

56 岁走路带风的陈俐

勤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这

个从 24 岁就开始担任村妇

女干部的女子，在村干部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2年。

村事务决策，要先经过法律体检
舞上央视的辣妈宝贝拉拉队，还是化解村民矛盾的桥梁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一个村支书和一个小村的巨变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一条公路逼出“村务公决”
一纸合同逼出“依法治村”

15 年前，由于征地补偿等问题，洪溪村

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挤在村委会里争吵。村里

吵不出结果，村民就去省里上访。十年间，村

支书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任，没一个干得长。

2003年，原洪溪镇洪溪村第一次不设候

选人，让29名党员一人一张白纸选书记。书

记选出来了，是那个在村里做妇女主任的陈

俐勤。那一年她41岁。

她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通社公路。

公路要修筑，占用的土地涉及100多户村民，

还要拆掉一处甲鱼塘和几处村民的房子。老

办法就是让几十个村民代表举手表决，但是

村民代表是怎么定出来的，村民不认可，好些

村民代表也吃不消举手。

陈俐勤想了好几天，终于琢磨出了一个

新办法，也可以说是个笨办法。她每天晚上

挨家挨户走访，说明修路的利益得失，再召开

户代表会议，然后给每家发一张《建桥筑路征

求意见表》，还针对资金缺口专门列出了“捐

款意向”栏。

表格收上来一看，村民不仅 100%签字

同意修路，还踊跃捐款5万余元。

陈俐勤说，当时她就想通了一个问题，从

原本的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2003年那一年，陈俐勤遇到的挑战远不

止一条路，她做出的决定也远不止这一个。

“那一年村里账上只有 2.4 元。怎么会

这样？”陈俐勤告诉记者，其中有一份村里和

承包户签的租地合同一签就是20年，租金签

死一年50元，远远低于市场价。

在和律师反复商量后，陈俐勤做了个让村

民都吃惊的决定，她动员村民联名起诉村委

会。通过打官司，村委会败诉，合同也就宣告

无效了。

而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承包户主动和解，双

方重新按照市场价签订合同，并明确每年涨幅。

从此以后，村里的大小合同，事务决策，

都会先叫律师来做个法律体检。

唱唱歌、跳跳舞
百姓心气平，事情就顺

15 年来，村里的桥是怎么建起来的，这

棵树哪一年栽下去的，谁家的娃在哪里读书，

陈俐勤都一清二楚，更别说村里哪几个女人

心里有小疙瘩。

在洪溪村，解开村民心结的办法也很有意

思，“晚上一起跳舞的，白天还能吵得起来？”陈

俐勤说的是他们村著名的“辣妈宝贝拉拉队”。

成立舞蹈队最初是为了给村里的篮球队

做拉拉队。篮球是洪溪村的“村球”，村里道

路两旁的垃圾箱都被做成了篮球的形状。为

了助兴，陈俐勤召集村里妇女组了一支舞蹈

队，平均年龄在45岁。

跳着跳着，有女人关了自家的棋牌房，跳

着跳着，“辣妈宝贝”从村里一直跳到了《中国

达人秀》的舞台，跳进了省人民大会堂、人民

大会堂。2015 年，还跳到了西班牙，受到当

地人的热烈追捧。

心气平了，事情顺了，村经济也滚雪球般

的好起来了。这些年洪溪村先后投入600多

万元，修建了村便民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篮球

馆、排舞场等。今年66岁的村民顾禹玉说，现

在吃穿不愁，旁边就有学校、卫生院，进城有公

交直达，村里人和城里人没啥差别。2015年，

他和几个老伙计投资了1000多万元，承包了

村里150多亩地，做成联合大棚，种果蔬，不仅

卖农产品还打算打造采摘游。

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
三个问题背后的善治密码

陈俐勤当了这么多年的村干部，有过厌

倦的时候吗？这个如今 56 岁的女人说，每

天走在村里，大家都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

多幸福啊。她说当村干部要先问自己三个

问题，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

比如每个月她都有个习惯，要翻一翻村

民的看病报销账户，如果发现哪一户当月看

病支出特别多，她就要上门了。生了什么病，

家里还吃不吃得消。村里对这户村民进行一

个充满人性化的评估，比如有个村民得了尿

毒症，长期血透的费用家里根本吃不消。村

委出面，给他争取到了血透免费，还找来了供

电所跟村民结对帮扶。

这就是所谓的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

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乡土规则与国家法

律交织，传统习俗与现代意识并存，如何适应

这种复杂特征？洪溪村的“三治合一”恰恰就

蕴含着“善治密码”——融合运用多元治理资

源，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自治为

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支撑，使民意、

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最终达至善治。

市民记者徐

张娜有话想

@嘉善

2018年9月23日，洪溪村洪港岸小区举行首届中秋邻里节。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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