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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推行“六零”村（社
区）创建工作机制的过程中，洞
口县委书记吴韬一直在思考。

他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基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
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公共服务向基层群众延
伸，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六零”村（社区）的
创建，人民群众是创建的主
体，坚持在决策前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创建过程中让群众广
泛参与，创建结果让群众评
判，创建成果让群众共享，把
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六零”

村（社区）创建全过程。
强化党建引领是保证。洞

口县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
治理创新的桥头堡作用，不断
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发
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
领导聚合力和党员示范引领作
用，凝聚各自治协会、志愿者队
伍和人民群众的治理合力，营
造出党组织坚强引领、党员模
范带头示范、广大群众主动参
与的良好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公平公正公开是前提。坚
持公平公正公开是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六零”
创建实行量化考核，建立完善
数字化考核平台和常态化联点
督导考核机制，坚持督查与指
导并重，严明督查考核纪律，实

行数字化考核，减少人为打分
影响，考核打分结果进行公开
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
乡镇对村、部门对乡镇和村的
考核公平公正。建立项目全过
程跟踪管理机制，加强相关部
门的监管和指导，畅通项目公
开途径，确保项目阳光落地。

共建共治共享是目标。人
心齐泰山移，社会治理的核心
是人，每个个体行为共同构成
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和环境。“六
零”创建坚持县乡村组户五级
利益链接，创建过程群众参与，
创建结果群众评判，创建成果
群众共享，使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基层治理中充分诠释和体
现，进一步激发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帮
助、自我监督的内生动力，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人民为中心

贯穿全过程

“五级积分联责利”激活一池春水
——以“六零”创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洞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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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县统筹耕地保护、生态文明、信访维
稳、社会治安、安全生产、清廉建设等10项底线
红线工作，创新推行“六零”村（社区）创建，即
零违建、零污染、零非访、零发案、零违纪、零事
故。构建了“户获积分兑奖品、村组获积分换项
目、乡得积分获奖励、县直部门获积分赢绩效”
的五级积分利益链接机制，探索出一条具有洞
口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强化党建引领，实行“一体推进”。全面坚
持党的领导，把社会治理重点工作作为党政

“一把手”工程。成立县委书记、县长任双指挥
长的工作指挥部，抽调专人设立“一办四专班”
进行实体化运作。

该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将党建引
领渗透到农村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实行“县
级领导联乡包村、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党员组长包户”的“包保”制度，全县 364 个村
（社区）实现联系“包保”全覆盖。

强化“智治”支撑，建好“两个平台”。该县
大力推进“互联网+基层治理”，全面推进智治
融合。打造服务平台，建设村级“一站式”服务
中心，打造便民利民的“网上村部”，在线开展
村务管理、村民自治、政策宣传、安全教育等工
作，在线发布销售农产品信息，扩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

该县打造考核平台，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村民
积分考核数字化平台，集问题清单、交办清单、销
号清单、挂图作战、考评考核于一体，实行自下而
上的问题处置机制、自上而下的交办督办机制，使
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可视、可控、可销号。

该县打造3个“直通车”，畅通沟通渠道，及
时听取企业家、网民、基层群众心声，解决诉
求。开通政企直通车，每月23日举办洞口县“企
业家日”，现场为企业解难纾困，2022年有效解
决企业发展难题61个。开通政网直通车，通过
政府代表与网民代表座谈、公开民声邮箱等方
式，多渠道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反馈问题解决
率、网络舆情处置回复率达100%。开通政民直
通车，践行“浦江经验”，每月最后一周为“无会
周”，各级主要领导带案下访、深入一线接访，
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2022年，全县在村民
家门口化解信访问题596件。

推行新模式

服务全覆盖

洞口县推动力量下沉，落实“四个到
村”。坚持上下联动，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力
量不足、推进不力的问题。推动党员干部
下沉到村，全县共划分一级网格2083个、
二级网格19657个，村干部包组、党员组长
包户，实现党员组长联系群众全覆盖。

该县推动政策宣传到村，组织了 402
支党员宣传分队，开展微宣讲、院落会、敲
门行动，实现政策宣传“不漏一人、不落一
户、不留死角”。

该县推动问题解决到村，24 个乡镇
（街道、管理区）全部成立基层政法党支
部，建立以党组织为主体的县乡村三级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创新开
展“背包式处访”行动，实现矛盾在村、组
解决。

该县推动积分考核到村，在不增加县
财政支出的前提下，统筹各部门的零散项
目资金 5000 万元，根据各村积分考核结
果，奖励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

该县完善利益链接，实行“五级同责”。
完善“五级积分”联动考核机制，将“六零”创
建的七大类各项事务转化为可视化、可量化
的50项具体指标，以364个村（社区）为考核
主体，对联乡联村的104个县直部门（含省
市驻县单位）、24个乡镇（街道、管理区）进行
一体考核、同奖同罚，户积分影响到组，组积
分影响到村，村积分影响到乡镇、影响县直
部门的绩效考核。

该县守住底线红线，努力实现“六零”
目标。坚持全县工作“一盘棋”，进一步明
确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以“零违建”
统筹田长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乱占耕
地建房、耕地抛荒、“空心房”、违章建筑整
治等工作；以“零污染”统筹林长制、河长
制、污水处理、农村环境整治、创文创卫等
工作；以“零非访”统筹信访矛盾化解等工
作；以“零发案”统筹禁毒、反电诈、未成年
人保护、平安创建等工作；以“零违纪”统
筹清廉乡村建设等工作；以“零事故”统筹
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灭火、防溺水、交通顽
瘴痼疾整治等工作。

五级大联动

齐心创“六零”

“六零”创建，解决了基层
治理抓手不够的问题，提升了
乡村治理和底线工作水平。该
县将村级事务与群众利益紧密
联系起来，让乡村治理由任务
命令转为激励引导，提升了治
理效能，取得了两满意（群众满
意、基层干部满意）、三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幅度提升）、四下降（信访总
量、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安全
事故大幅度下降）的良好成效。

“六零”创建，解决了九龙
治水、多头调度的问题，增强
了干部工作热情和群众价值
认同。该县“积分换项目”举
措，让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劲
往一处使，干群关系进一步融
洽。积分管理把纷繁复杂的工
作标准化、具体化，对村民行
为有了具体的评价标准，推动
乡村治理由“村里事”变成“家
家事”。一批“乡闲”变“乡贤”，
抢着干的越来越多，站着看的

越来越少，实现了由“干部独
唱”向“干群合唱”转变。激发
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热情，涌
现出一批全国文明村、省级文
明村，成功创建两个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镇。

“六零”创建，解决了责权
不明、激励不够的问题，营造
了干事创业和清廉乡村良好
氛围。该县通过一体考核，户
积分影响到组，组积分影响到
村，村积分影响到乡镇、影响
县直部门的绩效考核，实现基
层治理县、乡、村、组、户五级
责任共担、利益共享。通过分
类考核，设立“进步奖”，有效
防止考核落后村躺平。同时，
以实干论英雄，以成效得项
目，彻底改变了以往村（社区）
干部打报告、县领导签条子、
部门负责人表态给项目资金
的方式，杜绝了人情项目、关
系项目，防止了村级跑项目争

资金带来的廉政风险，激发了
全社会特别是村组干部参与
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

“六零”创建，解决了资金
分配不公、使用效率不高的问
题，促进了乡村振兴和基础设
施全面改善。两年来，该县“积
分换项目”陆续投入财政资金
4859 万元，实施项目 429 个，
撬动民间资本 2421 万元，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解决群众
关注问题。发展雪峰蜜橘、羊
肚菌、山苍子、油茶、茶叶、南
竹加工、大棚育秧与蔬菜轮
种、民宿农家乐等 8 个产业，
建设美丽庭院6个，宝瑶村获
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古楼
乡获评省级同心美丽乡村示
范片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六零”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该县信访总量、发案率、森
林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负面
指标大幅度下降。2022年，该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自然资源、
信访、林长制、交通运输、食品
安全等6项工作获湖南省政府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表彰。

创建促发展

实干有激情

洞口是传统农业大县，
总人口90.12万，农业人口超70

万，“三农”问题是社会治理工作的重中
之重。该县人文历史厚重，有好诉善讼的传

统，社情复杂，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大、任务重。
2021年以来，该县新一届县委班子坚持

党建引领，在借鉴“枫桥经验”和践行“浦江经
验”的基础上，创新推行“五级积分联责利”的
“六零”村（社区）创建工作机制，构建了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效激
活了基层社会治理一池春水，群众参

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明显提升。

基层治理新模式激发干群热情，促进产
业发展。图为高沙镇文丰村园艺场柑橘基地。

和美天井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宝瑶村。

◀优质营
商环境助力企
业发展。图为
洞口工业园区
鸟瞰图。

党员干部来到村民家访民情，解决急难
愁盼，推进各项惠民政策落实落地。

推 进
提 升

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