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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福录
本报通讯员 王栋 蒋惠庆

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的碣石山下，有个大吴
码头村。虽然冠名“大”，其实在无棣县它不算大，
更不算富，有580户1600口人，全村人均收入1 . 2万
元左右，都姓吴，是个十分普通的村落。可是，它
却以建国以来没有出现过刑事案件、没有发生过
群体上访事件而引人瞩目。

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臣义的话
说，大吴码头村的秘诀可浓缩为“66年民主议政，
52载账目可查”——— 坚持民主议事、账目公开、争
议调解，村官清白，群众明白。

66年如一日———

民主议政说了算 村官领着大伙干

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村办公室，数十把椅子
围成个圆圈，就是村里的“议政大厅”。3月6日下
午2点30分，大吴码头民主议政会议按时举行。首
先吴臣义说明本次会议3项议题：1、春灌问题；2、
村秧歌队购置道具，说明收支情况；3、村内街道
硬化、绿化问题……会上，18名党员和村民代表
纷纷发言，有的说：群众浇地费用定得高了；村里
的2条道路和胡同高低不平，排水不畅，应该抓紧
修。有的问：村里秧歌队买道具花了多少钱？对
此，吴臣义一一进行说明，并记录下大家意见；村
会计吴国华公布了2月份财务收支情况，其中有
春节前慰问老党员、烈属军属开支750元，修路
灯开支2520元，购买办公室取暖煤760元，秧歌
队购置道具、服装4 8 0 0元……2月份共开支
45252 . 5元，账上余额：10 . 45万元。最后，对有关
事项进行了举手表决。

“办事公开透明，才能村泰民安。”吴臣义对
此深有体会。大吴码头村是个农业村，主要从事
粮棉种植，少部分人从事近海捕捞或水产经营。
虽然都姓吴，但是其他村出的问题，这里都有，村

“两委”却对解决矛盾应付自如。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坚持民主议政制度不
间断。每月5日或6日，全村党员和各村民代表都
在这里学习上级精神，商讨村务大事。

民主议政说了算，村官领着大伙干。吴臣义
说，像这样的民主议政、民主决策，凡事让大家拍
板，同时进行监督，在大吴码头村已经坚持了66
年。建国初期，村里有贫下中农协会，专门监督村
干部工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04年，大吴
码头村成立农民议事会，监督所有重要村务。
2004年，经过完善，建立了“民主议政日”制度，坚
持开会议事，直到现在。无棣县委组织员办公室
主任齐建安说，像大吴码头村这样，60多年如一

日坚持民主议政、民主监督，在全县是唯一的村。
坚持事事有商量，处处有监督，让村民代表

和党员参与到村务管理中来，并且赋予了他们监
督权甚至否决权。吴臣义说，有的事情群众不愿
意，村“两委”就不能硬办。村办公室西边有个死
胡同，村“两委”商量要打通。拿到民主议政会上
讨论，大家认为迁占难，成本高，不同意，就否了。

民主议政66年，议出了融洽的干群关系，
议出了村“两委”的威信。去年，村里换届选
举，每个职位有效选票840张，村两委成员得票
均在610票以上。

村里有个“档案馆”———

决策办事有记录 一目了然看档案

“一本接一本的记事本，我已经记了27本！”
吴臣义从办公室里屋提出3捆，解开后放在桌上，
摆了满满一桌，有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行的

“小红本”，大小不一，有的已经破旧了，被小心翼
翼地粘好。仔细一数，共27本。吴臣义介绍说，上
面记录的是大吴码头村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
的事情，虽然简略，但时间、数字准确。

“吴臣义已经69岁，从1998年上任，每次换届
都高票当选；因为年龄原因，多次提出退出村班
子，可大家就是不答应。”碣石山镇镇长步大鹏
说。吴臣义说，他记工作笔记的习惯，是跟村里首
任“大队长”吴克信学的。吴克信1962年从部队转
业回乡干起村官，大到村民宅基地的分配，小到
一分一厘的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

“俺们不但办事记笔记，还存了两大柜档案，
里面存放着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土地租赁合
同、自行车登记证、村规民约签字本、村民档案、
选举报告等，就像一个村级‘档案馆’。”吴臣义顺
手拿起一本村规民约说：“这是村的传家宝。”其

中有村民吴江涛记载：滨州职业学院毕业，2011
年10月14日入党，毕业后党员关系转到村里，党
费交至2011年9月。还有村民吴克光记载：1955年
生，8岁在本村上小学，17岁在本村中学毕业，20
岁担任赤脚医生。村民文明情况：守法、计生、和
睦、敬老、教子、文化、致富表现均好，星级9星。

52年的账本齐全———

人人可查财务账 每月收支都上榜

“俺村52年的账本，至今保存基本齐全，谁有
疑问，随时都可到村委会办公室来查看。”会后，
记者与村会计吴国华交谈，他把多年的账本拿出
来让大家看，并不保密。记者看到财务收支账上
记着：1998年夏季三提五统等任务，按县里分配
本村征提任务168581元，人均109 . 9元；2011年3月
11日收进村民吴国民6 . 62亩机动田租赁费9 . 6万
元；2011年3月16日支出垃圾运费330元；2011年12

月10日发放玉米地保险补贴，每户60元；2012年3
月27日村民吴新民修边沟，领取水泥、沙子款
26500元……他说，1951年土地改革，1982年家庭
联产承包分田，1992年第二次土地丈量，直到今
天的土地流转情况，这里都有清晰记录。

吴国华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吴荣泰从1958年
开始担任村会计，前年去世了。村“两委”开会决
定，让他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当会计。

今年70岁的村民吴志宽，是村民代表。他说
集体财务最大的事要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1981年“大包干”时，村“两委”依据完整的财
务账目作基础，征求大家意见后处理，或平分，或
公开标价拍卖，资金收入交归集体，一点问题没
出。1982年11月份的记录，明确记载资金来源和
资金去向：房子款3730元，牲畜款7085 . 1元、物资
款1945 . 6元、库存现金2855元，一清二楚。

“俺村干部威信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账目
清楚、公开透明。”吴臣义介绍，大吴码头村在经
济上实行“三权分立”：有权的不管钱，管钱的不
管账，管账的不碰钱。在保留的这些账本上，每一
笔收支，都有案可查。

村班子的威信高了，在村里说话气面自然也
壮了，村里的大事小情，只要是村班子成员出面
调停，没有不成功的。1984年11月，按照上级指
示，大吴码头村村民出义务工对幸福河段进行清
淤。其间，村民吴东升和吴义芳因琐事发生口角，
进而发展成械斗，吴东升一怒之下，用菜刀将吴
义芳砍伤，双方家庭都准备决斗。回到村里，吴克
星（原村支书）和调解委员会主任吴荣泰几次三
番上门做工作，终于使两家重归于好，最后，在村
委会签订了和好协议书（协议书目前在村委会存
档），避免了一起矛盾纠纷的恶化。2008年6月，村
民吴志良跟吴炳林因为地界问题发生纠纷，吴志
良将吴炳林打伤。吴臣义通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
工作，终于使双方怒气全消，吴志良主动赔偿了
对方2000元医药费，并且签订了和好协议。

民心如镜，老百姓的判断最朴素，也最公正。
66年来，大吴码头村没有出现刑事案件，没有
出现群体上访事件，村集体先后荣获“省级文
明村”、“省级科技工作先进村”、“市级先
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无棣县碣石山镇大吴码头村民风淳朴，邻里和谐，建国以来未出现过刑事案件，

没发生过群体上访事件，秘诀就是———

民主议政日，66年不间断

关键词：基层民主

以党员活动、村务公开、民主议事为主要
内容的“民主议政日”活动，在大吴码头村长
期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不能不说
是个“奇迹”。

大吴码头村的民主议政活动坚持66年，开辟
了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新途径。当
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
关键时期。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些问题得不
到妥善解决，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民主议政

日”活动的开展，使群众话有地方说，气有地方
撒，建议有地方提，消除了群众对村干部的误解，
化解了矛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维护了农村
的和谐稳定。

大吴码头村的做法和经验，对于乡村来说具
有普遍适用性，但各地在借鉴的时候还必须因地
制宜，灵活运用，不能生搬硬套。面对新形势、新
局面，“民主议政日”活动也需要不断地完善，才
会保持长久生命力。

■书记点评

民主议政日 办事好机制
无棣县委书记 李恩波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丰淑秀 孙从恩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正值春寒料峭时节，3月8

日，记者在威海高新区初村镇远庄村“五一”
农场看到的是一派忙碌景象。农场1000亩精品
果业示范园已完成土地平整工作，其中500亩
已完成施肥工程，4月底前示范园投入使用。
这是威海高新区确定“生态高效、旅游观光、
产业集聚”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后引发的变化。

加强规划，促进现代农业向园区化发展。
威海高新区将全区19个纯农村规划成4个现代
观光农业板块、6个生态高效农业产区，形成
“因地制宜，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模式。加
快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2014年完成新增土
地流转面积2200亩，规模流转1600亩；有效促
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有序、健康
发展，完成了4个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全区计划到2015年年末，符合条
件的村、居委会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2014
年，全区由现代农业产业带动发展成立的新增
农民专业合作社6个，总数达到14个，辐射带
动周边农民入社达4000余人。

一批优质高效农业项目崭露头角。卧龙核
桃种植园已形成规模种植200亩，远庄玫瑰园
种植面积已达400亩，正在形成玫瑰食用、药
用深加工，观光、采摘、旅游产业链。“五
一”农场在打造1000亩精品果业示范园基础
上，计划在5年时间内达到种植规模1 . 5万亩，
苹果品种汇集全球800余类。

□记者 董 卿
通讯员 魏士朝 盛大亮 报道
本报莒县讯 3月5日，莒县沭河公园里一

场为学雷锋做好事的爱心人士点赞的“公益快
闪”活动吸引了过往游客的目光。春晖公益、雨
滴公益、彩虹爱心驿站和沭河公园志愿者协会
等莒县志愿服务组织用这种方式，将自己“学习
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传
播开来。目前，莒县已有8万多人加入到志愿服
务行列，志愿服务组织达到211家。

立足于既实现“有人服务”、又达到“有序服
务”，莒县创新建立了“项目化”设计、“搭桥式”
对接机制，实行“主导式”对接，先后打造了“进
农家干农活”“文明交通伴我行”等一批参与广、
影响大的志愿服务品牌。同时，定期调查、征集
服务项目和救助对象，印制成册向社会公布，以

“菜单式”对接为志愿者参加活动提供多向选
择。在“共建式”对接中，莒县建立了残障人士、
空巢老人等困难群众信息库，全面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真正把爱心撒向全社会。

目前，莒县已有170个社区建立了社区志愿
服务站，敬老院、车站、公园广场、医院等公
共场所同步建立志愿服务驿站，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残疾人、农民工等成为重点服务对
象，就近、有效地为群众提供服务。

一批高效农业项目

落地威海高新区

莒县创新志愿服务

对接机制

□蒋惠庆 报道
大吴码头村议政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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