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年来，山东省寿光市东斟灌村党

支部始终不渝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充

分尊重群众的自治权、自主权；在感情上

融入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工作上服务

群众；紧紧依靠百姓智慧、群众力量治理

村级事务、壮大集体经济；能够坚持让群

众来当家、支部搞服务，探索出了“自主

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三自”村

级治理模式。通过这种治理模式，一方

面，“村民自己决定的事，干起来没有‘挡

头’”。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充分调

动其主观能动性，促使村集体资金使用

管理、村级公益事业、集体土地出让等重

大事项有程序、有章法地推进；另一方

面，由于村民成为决策主体，村干部也摆

脱了管钱、管物等琐事，能够集中精力抓

大事，有力推动了全村经济发展，形成了

“办事公开透明、经济快速发展、村里自

然和谐”的良性循环。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的一项重要内容，东斟灌村在村民自治方

面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党员干部不谋私

利，不怕村务“晒太阳”，把权力交给村

民，是一种敢于公开、敢于民主的做法。

东斟灌村的民主管理经验也告诉我们，

只有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了“我是谁”、

“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充分相信群

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切实转变工作

作风，发扬基层民主，才能汇聚群众智

慧，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也才能

拆除与群众的“隔心墙”，形成干群和谐、

村情稳定、齐心干事的良好局面。

群众的事

群众说了算
徐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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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村 大 事 15 年
——山东寿光东斟灌村推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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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东斟灌村菜农正在包装彩椒。 韩明云摄

图② 东斟灌村召开党员群众代表会议。 王 兵摄

①①

②②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坚持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村里的大事由村民
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如今已坚持了
15 年。小村办好了大事，把记者吸引到了
这个村庄。

村子四周，都是蔬菜大棚，在阳光照
耀下颇为壮观。村里几乎看不到人，路边
打听，才知道要找人，不是进蔬菜大棚，
就是到村头刚刚扩建的五彩辣椒交易市场。

大事都是村民做主

五颜六色的辣椒和满眼绿叶，构成一
幅美妙的图画。村民李宝先正在这大棚里
忙活。听记者说要打听村务民主的事，他
爽快地说：“这事一点不假。俺村的大
事，都是村民说了算。”

他是村民代表，常常在村民大会上监
票或计票，对村里情况很熟。他跟记者说
起了旧村改造的事：“第一次摸底，全村
586 户中有 37 户不同意。经过走访交流，
还有 12户不同意。后来再次征求意见，修
改实施方案。最后村民大会投票通过，去
年破土动工。村民自己决定的事，干起来
没有‘挡头’。”

聊起这些事，李宝先很开心。他说，
村里为实现规模化种植，搞土地流转，可
是想出租土地的最高每亩每年要到 1200
元，想承租的最低出价 200 元。村里先后
召开了 14 次党员、村民代表会，4 次村民
大会，最后达成共识，租金分为每亩每年
500 元、600 元、700 元三档。2012 年 9
月，方案经村民大会通过后，仅两天村民
就全部签订了 4486 亩土地的流转协议。
村里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时，用了 7 个月
时间征求村民意见，中间开了很多次会，
最终方案获得村民 100%表决同意。

李宝先说，村民自治，发挥了大家的
积极性。村里整修果园与河道，增加了一
些土地。如果均分到人，每人也就几厘
地，很难管理。经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村
民只要股权，将经营权承包出去。年底算
账，村民分红要远高于分散承包收入。过
去分配宅基地，怎么分都有人骂娘。村民
想出好办法：想挑好地块的，要交“区位
优势费”；“区位优势费”专款用于村庄建
设，随时接受村民查账质询。这样村干部
没法送人情，也不会得罪人了。

无私才敢“晒太阳”

在不远的一处大棚里，村民李长江跟
记者讲起了村里的工程建设。他说：“村
里修路进砂石料，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招
投标，并与村民代表现场测量、验收。我
是村民代表，负责过进料验收。要是发现

哪车石子不合格，我有权决定不要。”
村里的办公室摆放着整齐的档案，记

载着村里的民主进程。记者看到，东西大
街建设、低保户确认、土地地面附着物处
理、土地面积重新丈量等村级事务，都逐
一登记在册，何时表决、表决结果，都一
清二楚，还有村民代表的签字和手印。据
档案记载，近 10 年来，全村公开招投标
50 多项重大工程，涉及金额 600 多万元，
村两委成员不参与、不插手，只负责按村
民大会意见最后签字把关，因而在这个容
易出问题的环节上，没有一个村干部犯
错误。

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刚从自家的蔬菜
大棚里回来，干活的衣服没换，就在办公
室里和记者聊起来。

1998 年,李新生接任村支书。他想，
村里的事，都是村民的事。如果支书想事
事自己说了算，肯定会掉进矛盾窝子里。
相信群众，让群众知情、说话、定事，干
部就超脱了。

开始有人提醒他，你说话不算数，谁
还听你的？可最后党支部一班人还是统一
了思想：不谋私利，就不怕村务“晒太
阳”。“公开、公平、公正地办事,不捂
着、瞒着，群众肯定拥护你。”李新生说。

一晒太阳，村干部的特权不好使了。
李新生的亲属有件事想得到村里照顾，这
在过去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李新生说，
村里有规矩，得按规矩办，群众的眼睛都
在盯着，干部亲属也不能搞特殊。

村民自治按章行事

村委会主任李春祥朴实憨厚。他告诉
记者，村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有程序、
有章法。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群众的事让群众明白,享有
知情权。村干部和村民充分交流，畅通民
意。这样村干部提出村民大会表决事项，
就能抓住重点，有的放矢。

第二句，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干,享有
参与权。从村党支部换届选举、集体财务

收支、土地补偿费分配等重大事项,到涉
农补贴和最低生活保障费发放，以及新型
合作医疗等零碎事,都由村党支部召集村
两委会成员、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召开联
席会议研究决定。

第三句，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定,享有
决策权。决策村级事务时，村里采取党支
部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
村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 4 个步骤，
最终决策权在老百姓手里。

李 春 祥 说 ， 村 里 党 员 和 全 体 村 民 ，
分别民主推选出党员代表议事会和村民
代表议事会。村里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村
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村民大
会。凡是沾钱沾物的敏感事，都定期召
开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联席会议研究决
策。对村集体资金使用管理、集体土地
出让等 30 余项重大事项，全部纳入票决
制范围。2014 年，村里的主路铺二次沥
青，上一级财政只负担 6 米宽的费用，但
村民代表认为现在车多了，村里自己出
钱也要修到 8 米。按村民表决意见，村集
体出资 15 万元修了 8 米宽的路。村两委
曾提议，想在路两侧铺彩砖硬化，但多
数村民认为，村庄将要进行改造，两侧
辅路暂时撒碎石子能避免浪费，最后表
决，也是按村民意见办。自 1999 年起,东
斟灌村共票决村级重大事务 110 多项,其
中有 9 项被否决。

村民成为决策主体，村干部摆脱琐碎
事，集中精力抓大事。近年来，村干部先
后领办了 3 个合作社。一是领办村土地股
份合作社，使村里发展起 30 亩以上的家
庭农场 20 多个、大型农业园区 6 个，年实
现效益 8000 多万元。二是领办果菜专业
合作社，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仅彩
椒种植一项户均增收 2.2 万元。三是领办
资金互助合作社，解决了村民融资难问
题。2014 年，东斟灌村集体收入达 70 多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7 万元。办事公
开透明,经济快速发展，村里自然和谐。

东斟灌村的民主管理之花，正在更广
阔的希望的田野里结出硕果。

广西北海市石步岭港区紧邻北海出口
加工区，是以集装箱运输和国际客运码头为
主的综合性商港，其中 4 号泊位为万吨级公
共码头，水深常年保持在 11.5米左右。

2014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4 时许，正和同
伴在 4 号泊位临海垂钓的龚某突然不慎失
足落入海中，由于他水性不好，加上当时海
面风力较大，他的呼救声越来越微弱。附近
没有其他人，同伴慌了神，大声呼喊。

在距离 4号码头 60 多米远的 3号码头，
正在执勤的广西北海边检站执勤业务一科科
长封华贤，准备为外籍货轮船员办理入境手
续，刚走上船的悬梯，便隐约听到有人急促
呼喊。

“不好，出事了！”封华贤的心一下悬起
来，他立即冲了过去。“掉海里了⋯⋯掉海里
了⋯⋯”在离男子 30 多米的地方，封华贤终
于听清呼喊，顺着男子手指的方向，他看见
海里有人正在挣扎，情况十分危急。封华贤
来不及多想，向龚某落水处飞奔过去，甩掉
身上的外套后，领带没有解、鞋子没有脱，便
纵身从 10 多米高的码头跃入海中。在强大
的重力加速度下，封华贤身体下沉了 3 米
多，浮上水面时，鼻子、嘴巴被灌满了海水，
只觉得嘴里苦涩，鼻子发酸，头脑一阵眩晕。

“海浪三四层楼高，下面又是波涛汹涌的
海水，一般的人看都不敢往下看，你怎么敢跳

下去？”事后记者问。他坦言道：“我现在也很
后怕，可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救人！”

跳进海里后，封华贤发现，就在距自己
5 米左右的地方，落水者龚某挣扎的动作越
来越弱，身子很快就要下沉。他急忙游了过
去，想从后面托起龚某。没想到，慌乱的龚
某见有人过来，双手死死抱住封华贤的右手
臂，两人开始一起下沉。封华贤使出全身力
气双脚蹬水、左手划水，才得以让两人的头
浮出了水面，他的嘴里再次被灌进了海水。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封华贤大声呼
喊着，他十分清楚，自己必须镇定，否则两人

都有生命危险，这是提醒龚某，也是在鼓励
自己。幸好，龚某还有意识，听到呼喊，双手
慢慢放松。封华贤环顾四周，寻找岸边的攀
附物。码头堤坝都是光溜溜的水泥，根本没
有可以攀附的地方，约过了 1 分多钟，他才
发现离他们不远的岸边，有一根吊在堤坝上
不起眼的铁棒。

那可是一根“救命棒”啊！封华贤拖着
龚某拼命向铁棒游，由于体力急剧下降，几
次险些昏迷、脱手，但他硬是强咬着嘴唇，凭
着求生的毅力一寸一寸向前划，距离铁棒虽
然只有 5 米多远，平时不用 6 秒钟，这次他

足足游了 6分多钟。
靠到岸边，封华贤一手抓着铁棒，一手

扶起龚某，身体透支严重。幸好，码头工人
闻讯赶来，合力将二人拉到岸上。见龚某获
救，封华贤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么深的海水，那么高的码头，如果不
是那位警官，落水男子早就没命了。”码头工
人宋长明亲眼目睹封华贤跳海救人一幕，“那
名男子被救上岸后，神志已经不清。”

封华贤飞身入海救人的一幕，被现场一
名群众用手机拍摄并配上“北海警察威武，
飞身跳落十几米深的海面救人”文字说明，
发在北海门户网贴吧上，一夜间该消息被网
友转载、点赞达 5000 余条。网友“在水一
方”说：最美军装哥，好样的！网友“螳螂”
说：大赞警官哥！网友“海的味道”说：满满
的正能量，赞一个⋯⋯

“我们常说‘如果’，但只有走过鬼门

关的人，才真正理解这两个字的幸运和惊

险。我们常幻想‘超级英雄’，但只有经历

险境才明白，真英雄一直在我们身边。致

敬平凡英雄！”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栏目

广西北海边检站警官封华贤：

飞 身 入 海 为 救 人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石佰华

今年 57 岁的曹卿田家住河北省霸州市康
仙庄乡小辛庄村，是一位光电技术研究的爱好
者。多年来，他将这种爱好发展成了事业，不仅
建成了河北省第一家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而且成立了自己的新能源公司，让越来越多的
人了解光伏发电，并使用这种清洁能源。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光伏产业，
当时我就觉得太阳能发电可缓解能源紧张、节
省不可再生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有着广阔的
发展空间与应用前景。”曹卿田指着屋顶上的
光伏发电板告诉记者，“以前，国家一直没有
放开对分布式能源发电的口子。直到 2013
年，国家电网下发了分布式电源并网的相关意
见和规范的通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积极地
筹措建一个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走进曹卿田家的院子，记者看到屋顶上布
满了光伏太阳能板。曹卿田家前后院屋顶大概
有 300 平方米，一共装了 200 块光伏太阳能
板，每块 250瓦，总装机容量 50千瓦。

走进屋内，只见电灯明亮，电视机正播放
着精彩的节目；厨房里，原先安装的液化气已
经派不上用场，俨然成了摆设，只要轻旋按
钮，炉罩就生起火来。曹卿田笑着说：“以前
怕费电，电器都得省着用，现在家用的几块太
阳板发的电使都使不完，家里的热水一直不
断，用不了的就给邻居送去。”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曹卿田给记者算了笔
账：当时建设这个电站，在内的所有投资，包括
光伏电池板、机房设备、基础设施等总金额在
60 万元人民币左右，使用寿命约 25 年。建成
后，无论晴天阴天都可以发电。晴天的情况下，
每天能发 300 千瓦时左右，天气不好时也能发
个几十千瓦时。电网公司按照当地燃煤标杆上
网电价每千瓦时 0.4141 元收购。而且，每发一
千瓦时电，国家都给予 0.42元(含税)的补贴。

“这样算下来，大概十二三年就能收回全
部投资，之后的每年还能有五六万元的收
入。”曹卿田笑呵呵地说，“这两年光伏设备的
成本大大降低了，现在装一套我这样的设备只
需要 30万元左右，既环保又实惠。”

记者了解到，曹卿田的发电站从 2013 年
9 月份并网到 2014 年 9 月份，整整一年时间共
发电 65430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0
多吨，折合节约标煤 20多吨。

国家电网河北霸州市供电公司营销市场主
管芦芳芳说，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站规模较
小，项目并网后，可就近供给用电负荷，所发
电量全部实现就地消纳，不向上一级电网送
电，对电网影响很小。并且，项目利用居民建
筑物屋顶建设，不仅实现了节能减排，还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个人并网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作
用，可促进光伏产业发展，推动低碳经济
发展。

电站建成投产后，曹卿田的“野心”也更
大了，他尝试继续为光伏业发展做点什么。于
是，在 2013 年底，他成立了一家新能源科技
公 司 ， 致 力 于 推 广 分 布 式 光 伏 电 站 发 展 。
2014 年 6 月份，他在河北大城县租用了 35 亩
未利用地，计划融资 1.38 个亿，筹建一座容
量 15 兆瓦的光伏发电站。目前，前期手续已
申报完成，计划春节后开始打桩建设，电站建
成后年可发电 2040 万千瓦时，在经过技术革
新改造后，年可发电 2475万千瓦时。

“光伏发电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我们有
责任积极推进这个科技项目走进寻常百姓家，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节省不可再生能源，共同为
推广绿色能源、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作贡献。”曹卿田自豪地说。

屋顶上的

发电站
本报记者 常 理

曹卿田在登记电站每日的发电量。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在北海市

第 七 小 学 校

园，孩子们给

封华贤（左）佩

戴红领巾表达

敬意。

李远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