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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石门乡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探索 

◆杜  娟 

（中共贵阳市乌当区委党校  贵州贵阳  550018） 

 
摘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全面提升村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为切实激发农村家庭参与社会管

理和经济发展活力，威宁自治县以石门乡为试点，探索建立“村委会+

自管委（合作社）+十户一体”村级“三级自治”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

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基层组织对广大群众联系服务难、组织发动难、

脱贫致富难等问题，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提供了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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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乡地处威宁县西北部，距县城 140 公里，与云南省的昭
通市毗邻，是全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全乡总面积 140 平方公
里，2 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28％。石门乡针对村民小组
域内人口变化大、村民小组职能单一、村级管理半径过大等问题，
按照“方便群众、利于管理、互建共创”原则，依托自然村寨在
村委会下建立“自我管理委员会”（简称“自管委”）；“自管委”
再按照“居住相邻、早晚相见、共处互动”原则，将 10 户左右
农户组建为一个具有自我管理和抱团发展双重职能的主体，简称
“十户一体”，“十户一体”推选产生“中心户长”。村委会通过
“自管委”组织和发动“十户一体”进行自我管理，并抱团入股
村委会领办或创办的专业合作社，形成“村委会+自管委（合作
社）+十户一体”村级“三级自治”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体系。 

一、村级“三级自治”的建立 
（一）建立村民自我管理委员会（简称“自管委”）。建立“自

管委”是在村委会领导下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即撤 原来的村
民小组，取消小组长，适当打破村小组界限，合理划分村民自治
区域，以自然村寨为单位建立的村民自我管理委员会。自管委由
3-5 入组成，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 名，委员 1-3 人。采取公推
直选的方式选任自管委班子，届期三年。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
村民委员会将计划生育、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院落整治、文明
新风、村民权益等事项下放到自管委，开展自管自治工作。自管
委配合“村两委”完成自管委内的相关工作，维护自管委内的和
谐稳定，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向群众传达上级的政策，为群众的
发展出谋划策，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自管委履行政策法规宣传
员、社情民意代言人、民主议事主心骨、社会稳定奠基石、乡风
文明推动者、勤劳致富领头雁等自治职能。 

（二）合力组建“十户一体”。组建“十户一体”联管理，
把 10 户左右居住相邻的农户捆绑成一个管理主体。实行卫生联
保、公益联合、诚信联建、联防群治、新风联育。通过卫生联保，
强化乡村环境卫生治理；通过公益联合，尊重村民意愿，发动村
民积极性，推进公益事业发展；通过诚信联建，落实计生、金融
“双诚信双承诺”责任主体；通过治安联防，建立村民守望相助、
调解纠纷、治安禁毒联防机制；通过新风联育，规范村民言行，
倡导文明礼仪、孝老敬爱、移风易俗。 “十户一体”联管理工
作在村“两委”领导下，由“自管委”组织实施。组建 “ 十户
一体 ” 联产业，把 10 户左右技能相似、产业发展愿望相同的
农户组建成一个产业主体，根据产业主体意愿，鼓励产业主体整
合土地、资金、人力、技能入股或领办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乡
村旅游、生态养殖、特色种植、交通运输、建筑家装、电子商务

等产业，实现产业共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十户一体”联
产业工作在村“两委”领导下，由“自管委”配合各类专业合作
组织实施。组建“ 十户一体 ”联党建 ，切实把党员中心户、
党员发展、党小组设置等党建工作与组建“十户一体”工作相结
合，切实发挥“十户一体”中农村党员“六个带头”（带头执行
政策、遵纪守法，带头创业致富、引领增收，带头实践宗旨、服
务群众，带头参政议政、推进自治，带头崇尚文明、树立新风，
带头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党员发展推优、政策宣讲、技能传
授等作用。每个“十户一体”原则上由 1 名政治素质好、带富
能力强、热心公益事业建设的党员作为召集人，即“户长（党员
中心户）”，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带动大家共同发展；属非
党员“户长”的，村党支部将其列入培养计划进行重点培养。切
实强化“十户一体”联管理的考核评比，并把评比结果与惠民政
策及各项利益分配挂钩。 

（三）构建“村委会＋自管委＋十户一体”村级“三级自治”
体系。村委会全面整合本村发展资源，创办村集体所有的专业合
作社，并通过“自管委”组织和发动“十户一体”抱团入股村集
体合作社，形成“村委会＋自管委＋十户一体”村级“三级自治”
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体系。 

二、村级“三级自治”产生效果 
（一）基层政权的巩固。推行“三级自治”后，农村社会管

理和利益导向得到了有机结合，重新唤醒广大农村群众的集体
感、归属感和依赖感，村支“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大幅回升，
农村基层政权进一步深化、巩固。特别是“自管委”这一中间层
的设置和作用发挥，变原村民小组 1 名小组长管多个自然村寨
为“自管委”多个人管理 1 个自然村寨；变原村民小组宏观、
粗放、被动、局限型管理为“自管委”精准、细致、主动、开放
型管理；变原村民小组群众被动接受管理为群众主动参与管理；
变原村委会及上级有关政策法规及要求只能传达到村民小组长 
1 个人为覆盖到“十户一体”的每家每户，有效畅通了村委会和
群众的沟通和联系，真正打通了基层民主在群众中的“ 后一公
里”，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二）基层组织内生动力的激发。建立“三级自治”后，村
支“两委”将低保评定、危房改造、医疗救助、一事一议等事项，
全部下放到“自管委”，由“自管委”组织“中心户长”或群众
大会进行评议审定或组织实施，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增加了
工作的透明度、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又腾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思发展、抓发展，工作成效明显，群众满意度大幅提高，基层组
织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得到了全面激发。 

（三）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实行“三级自治”后，在“自
管委”、“十户一体”的直接组织管理和“合作社”的利益引导下，
农村各类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开展起来了，同出工、同耕作、同
收获的集体感增强了，广大农户之间交往多了、关系密切了，形
成了良好的舆论导向，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少了，滥办酒席、
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转变了。 

（四）基层民主建设的强化。在推行“三级自治”，设置“自
管委”和“十户一体”后，“自管委”的工作事关每个寨子的建
设、发展和大小事务，“十户一体”中心户长的建议和作用事关
每个家庭的利益，“合作社”的效益情况事关年终每家每户的利
润分红。选好村委会班子、村监会负责人、“自管委”主任、中
心户长变成了每家农户关注的热点，群众参政、议政和民主意识
得到了全面激发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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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综合治理的推进。实行“三级自治”后，一些治
安案件多发的村寨组建了“自管委”联防队，强化了“十户一体”
群防联治职能，偷鸡摸狗、刁钻使坏的人无处遁形了，各村治安
案件大幅下降，农村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六）同步全面小康的实现。通过“三级自治”有效的组织
形式，分散的农户被组建为利益共同体，促进了党带群、富带贫、
强带弱、先带后，广大群众被有序组织和发动起来，农村家庭脱
贫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全面激发，汇聚成为脱
贫攻坚强大的发展合力，开创了“村支‘两委’揽全局、经济组
织挑重担、十户一体齐参与”的农村抱团发展新格局，彻底改变
了脱贫攻坚乡急、村热、组冷、户淡的情形，推动了同步全面小
康进程。 

三、村级“三级自治”经验启示 
村级三级自治体系，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大胆创新，增强

了群众发展的合力，充分尊重和突出农村和农民主体地位，节约
了政府公共资源，是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农村管理体制创新。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要摸细摸清
底数，做到群众各种情况清晰，所有底数明了。同时，要让群众
成为创建的真正主体，尊重群众的表达权、建议权、监督权和评
判权，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带来的好处，让群众主动参与到创建中
来，从更高的层次上超越“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二）要让农户之间主体产业联建、公益事业共建、环境卫
生相制、计生诚信联责、社会治安联保、文明成果共享、金融诚
信共担。通过把群众的土地、人力、资金、技能四种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连体群众之间技术共享，资金互帮，劳力互助，才能大
幅度提高群众发展产业的技术含量，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
地产值，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三）提高了村民自治、民主决策、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
自我服务的能力，节约了政府公共资源，增加了和谐发展的氛围。 

（四）尊重和突出了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群众
主观能动性。使各成员充分发挥各自优长处，无形中形成一个技
术过硬，人脉想通，创造力强大的共同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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