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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村能办事
建设村级便民服务代办站，村干部兼任

代办员，提供清单化、菜单式服务，努力实现
让村民办事“最多跑一次”

4 月 9 日，星期六，记者随王福祥一早来到新星村便民服

务代办站。“昨天接到好几位村民电话，乡亲们的事不能拖。”

王福祥说。

走进屋内，几个办公工位面对面设置，电脑、打印机摆放

齐整。10 多平方米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张木质小圆桌和几把

黑色软皮椅。“村民来办事，我们坐在这里说说话，一些事情就

办了。”王福祥说。

推行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以来，依托各村已有党

群服务中心的建设基础，名山区整合财政资金设立了 104 个村

便民服务代办站，完善代办站硬件设施，实现有标识标牌、有

服务承诺、有代办制度、有办理台账的“四有”规范建设目标。

“现在能来办证吗？”打来电话的是 66 岁的村民陶德全。

最近，他听说村里能帮着办老年人优待证。

不大一会儿，一个粗嗓音传进了门：“王书记，王书记！”来人

正是陶德全，一进屋，他径直坐上软皮椅，和王福祥攀谈起来。

“您的老年人优待证早该办了，怎么这才想起来办？”王福

祥问。

“这不是一直在外面打工，才知道村里也能办证嘛。”陶德

全笑着说，“以前办个证要到镇上，还要准备不少材料，麻烦。”

“您常年在外面，不熟悉情况。村里搞代办服务有 3 年多

了，以后您办事啊可方便了。”说话间，王福祥拿出空白优待

证，为陶德全填写相关信息，同时按照村代办服务的规范程

序，做好代办事项登记等。

为确保全程代办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名山区规范“接件记

录—代办情况—代办去向—办结反馈”办理程序，细化“受理、

承办、传递、反馈”等代办服务主要环节，强化全程追踪管理。

填信息，贴照片，捧着老年人优待证的红本本，陶德全露

出欣喜的笑容。“下周一，我去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审核盖章，

您安心在家等着拿证。”王福祥说。

见如今办事这么方便，陶德全颇为感慨：“以前不少事情

要到镇上、区里办，路上费时不说，有时候因为不清楚要准备

哪些材料、走哪些流程，还跑冤枉路。”

陶德全回忆，早些年他去区里办理社保卡激活，花了小半

天赶到办事点，结果被办事人员告知“缺户口本，办不了”，只

能“往返跑”，“从那以后，我是能不办证就不办。”

“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都备好了。”在一旁听到陶德全

说起往事，来办理生育服务证的村民马静一边把证件递给王

福祥，一边接话道，“现在办事，要带哪些材料，‘代办服务一卡

通’里写得清清楚楚，昨晚王书记又专门打电话提醒我。”

2018 年 8 月，名山区印发《村级为民服务全程代办一卡

（本、册）通（试行版）》，坚持“能够现场办理的当场办、不具备

现场办理的全程代办”原则，按照村民“最多跑一次”的服务要

求，公布首批涉及农业林业、卫生健康、社保医保、民政救助等

6 类 20 个代办事项，明确细化政策标准、所需资料、代办流程、

联系方式、结果反馈等 5 项内容。2020 年 10 月，名山区深化村

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将村级代办事项增加到 8 类 46 个。

“‘代办服务一卡通’提供了清单化、菜单式的服务指南，

村级代办实行预约服务，我们还会提前打电话提醒村民备齐

材料。”王福祥介绍。

代办也不是简单的填信息、帮跑腿。临近中午，村民陈凯

来到代办站，前段时间，他流转了 50 亩村集体林地，打算申办

家庭农场，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

身份证、户口本、林地承包经营合同……王福祥一边翻看材

料，一边给陈凯讲政策：“流转村集体林地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

先要经村两委讨论，通过后再到镇上办。镇上鼓励村里发展中药

材种植，如果符合政策还可以申请惠农贷、农机购置补贴……”

在名山区，像王福祥这样的村代办员已有 400 多名，均由

村两委成员兼任，经培训后为村民开展代办服务。“在村级党

组织领导下，有效发挥村干部懂政策、熟悉村情民意和群众需

求的优势，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王福祥说。

主动上门送服务
推行“1+X”联户包事代办制，围绕辖区

企业、群众生产生活难题提供服务，对老弱
病残等特殊群体主动帮办

4 月 10 日上午，春光明媚，村里随处可见的一片片茶园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茶企有什么需求？王福祥来到位于村里

的蒙顶山茶中部（新店）加工园区。

园区企业鑫垚茶厂春节前正式投产，要处理的事情多，少

不了村里帮忙，王福祥多次上门服务。

“王书记来啦，正有事要找您！”看见王福祥，企业负责人

宋雄伟老远便打招呼。

“每次遇到棘手问题，王书记都帮我们想办法。”宋雄伟告

诉记者，去年 9 月企业入驻园区，刚开始装修就遇上麻烦事。

厂房面积大，请了多家装修队，其中一家装修队的施工效果达

不到公司要求，宋雄伟要求对方整改，几番交涉却无果。

王福祥获悉情况后，主动出面帮宋雄伟做装修队的工作：

你们都是行家里手，问题肯定看得出来，你们装修的质量明显

赶不上其他几家，没达到合同约定的装修要求，如果不整改，

村里会帮着公司走法律程序。

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王福祥做沟通工作后，装修队

同意整改。

推行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以来，名山区发挥村代

办员熟悉群众的优势，在各村成立由村代办员牵头的村民调

解小组，开展调解服务。截至目前，全区已成功调解各类纠纷

6200 余起，实现 98%以上的矛盾纠纷在村里解决。

“给企业服务都是应该的，最近有什么难事？”王福祥问。

“企业打算变更名称，想请村里帮忙办理。”宋雄伟说，“又

要给您添麻烦了！”

10 多年前，宋雄伟办起鑫垚茶厂，生意越做越好。去年入

驻加工园区，茶厂规模扩大了 3 倍，厂房面积达到近 2500 平方

米，增加了茶叶揉捻、分筛的机器设备。

企业规模大了，宋雄伟打算将鑫垚茶厂改名为鑫垚茶业

有限责任公司，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他头一次办，心里没谱。

“先提出申请，提交企业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等材料，村里

出具场地使用证明，我们帮着到镇、区代办。”王福祥一边讲流

程，一边提醒道，“等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还要做好公司会计

章、财务章、银行信贷账户名称等同步变更。”

茶产业是名山区的特色产业，茶园遍布当地山丘的角角

落落，全区茶叶种植面积已达 45.2 万亩。全程代办如何更好

惠民利企？2019 年以来，名山区推行“1+X”联户包事代办制，

每名村代办员包片联系若干村民小组，围绕辖区企业、群众生

产生活难题，为其提供新型经营主体工商注册、项目申报、水

电气供应保障等代办帮办服务。

“发展茶产业是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定

做好服务，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辞别宋雄伟，王福祥又往

村民王安其家里赶。

头一天王安其打来电话，想要补办老年人优待证。老人

年近八旬，前两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虽说家离代办站不到一

公里，可一路走下来，身体也难吃得消。

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出行不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一些村民需要居家健康监测，如何满足他们的办事需求？

“按照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工作要求，对老弱病残

等特殊群体我们要主动帮办、上门服务，争取让他们办事‘一

次也不跑’。”王福祥说。

“去年就是王书记上门，帮我完成线上人脸识别，缴纳了

全年的医保费。”王安其给王福祥递上一杯热茶。

下放事权促代办
行政服务事项下沉镇、村，深化便民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改革，实行“一个
窗口受理”“一枚印章管审批”

4 月 11 日，星期一，天气晴好，王福祥开着私家车来到新

店镇便民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沈开鑫笑脸相

迎，他到窗口工作已一年多，是王福祥的老熟人。

递上村民代办事项的各种材料，王福祥与沈开鑫一项一项

办理：陶德全、王安其申办的老年人优待证，相关信息录入电子

文档，加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审批服务专用章即可生效；马静申

办的生育服务证，登录区卫生健康委专用系统，填写信息，打印

证件，盖章生效；宋雄伟的企业名称变更申请，由镇便民服务中

心先收集、审核代办材料，再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代办……

说起跟镇便民服务中心打交道，王福祥感慨不少：“刚开

始为群众代办时，不少事项的审批办理权限在区里，我们要到

镇、区跑好几趟。到镇里办事，服务中心各类窗口不少，很多

时候摸不准要找谁。一些事项在服务中心办结了，还要到镇

政府加盖公章，楼上楼下地跑。”

推行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以来，名山区持续推动

农林、民政、社保等群众经常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下沉乡镇

（街道）、村（社区），让“镇村代办”变成“镇村能办”：2018 年 6
月，首批 121 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至各镇街；2020 年 10 月，下

沉到镇街的政务服务事项增至 173 项，同时深化镇村便民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改革，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改分

散窗口为综合窗口，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枚印章管审批”，

统一启用镇街“审批服务专用章”。

“改革后，像老年人优待证、生育服务证等事项在乡镇就

可以办结。办理程序也更加优化、便捷，只需要进一个窗口、

盖一枚印章。”王福祥说。

在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一年多，沈开鑫如今叫得出大多数

村代办员的姓名。“镇里能办的事项多了，和他们打交道的机

会也多了。村里能办成的不用到镇里，镇里能办成的我们及

时办。对企业工商变更登记等少数审批权限在区里的，我们

实行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办。”沈开鑫说，“对宋雄

伟提出的申请，我们会尽快到区里办理。”

沈开鑫介绍，名山区推行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实

施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和有效反馈制，“坚

持谁接待、谁负责，代办员提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事项办理程

序、所需材料，接办事项全程记录，在规定时限内跟踪办结。”

办理完相关手续，王福祥赶紧往陶德全、王安其、马静家

里跑，“把老年人优待证、生育服务证交到他们手里，完成有效

反馈这一步，才算代办完成。”

监督考核常态化
定期开展评议监督，促进全程代办规范运

行，实现村代办站“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

“前几天，陈凯来申办家庭农场，我已经受理了，请大家讨

论。”4 月 12 日，星期二，村便民服务代办站内，面对到齐了的

村两委成员，王福祥开门见山。

“利用村集体林地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政策鼓励，还能

带动群众致富，我支持。”新星村党委副书记黄光雄表态。

“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要注意做好林地管护，我们将持

续监督。”列席会议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周天华说。

7 位村两委成员都表态后，进入表决环节，大家齐刷刷举

手，王福祥宣布：“通过！”

室内讨论热烈，室外活动热闹。支上桌椅，铺开展板，发

放宣传页……村代办站前，中国农业银行雅安名山支行副行

长陈蒙娟正和同事为村民介绍新推出的“惠农贷”产品。“不等

村民上门，通过‘周二集中服务日’活动，我们定期到村里送政

策、送服务。”陈蒙娟说。

王福祥介绍，每周二，村两委成员都会到村便民服务代办

站集中坐班，议一议需要研究的代办服务事项，同时开展“周

二集中服务日”活动，“邀请农技专家、种植能手和企业、金融

机构相关负责人等，为村民提供政务服务、农技指导、贷款政

策咨询等综合服务。”

综合服务，让不少村民深入了解了政策、学到了技能。通

过参加周二集中服务日活动，村民柏熙鳞跟着蒙山茶传统制

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世全学习了制茶技术，“靠制

茶卖茶，每年家里增收 5000 多元。”柏熙鳞说。

“3 月 29 日的周二集中服务日，我们邀请向世全来代办站

展示、传授茶叶炒制技术，吸引许多村民前来观看学习。”王福

祥说，“这些年，我们村多位制茶能手都是他带出来的。”

全程代办，也是协同联办。出现在会议现场的还有新店

镇副镇长杜宇露。名山区建立区镇村三级联动代办服务机

制，明确村党组织书记和一名结对联系的镇街领导为责任

人。每周二上午，除非镇上工作走不开，定点联系新星村的杜

宇露都会来村代办站参加会议，“和村干部一起研究需要讨论

的代办事项，开展集中服务日活动，处理其他村级事务，有需

要镇、区协调办理的事项我会及时上报。”

全程代办规范运行，离不开监督考核机制。杜宇露介绍，

近年来区、镇相关部门定期开展督查检查、评议考核，查阅代

办服务事项记录，电话、上门听取群众反馈，将代办服务评议

监督情况纳入村两委工作年度考核。

“在去年镇里组织的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评议考

核中，我们村获得了优秀等次；在面向村民开展的村两委工作

满意度民主测评中，我们村又拿到了‘非常满意’的群众评

价。”王福祥说。

坚持严督实考，代办服务更加规范。“根据村级便民服务

全程代办制度服务要求，我们实施‘AB 岗工作制’，每周二全

员上岗，其他工作日我和黄光雄各带几名村干部轮流坐班，受

理群众代办事项。”王福祥介绍。

“早些年，有的村干部常年在外，有时办事找不到人。现

在村代办站‘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而且主动送服务，我们

办事方便多了！”刚在现场填写完“惠农贷”申请，村民王祥满

面笑容，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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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近4年，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为群众代办各类服务事项16.8万件

“全程代办”暖心贴心受欢迎
本报记者 王永战

王福祥现任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
镇新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村里
的代办员——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员。

为破解基层群众“办事远、跑腿累”的
难题，2018 年 6 月起，名山区以党建为引
领，创新实施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
在全区设立 104 个村级便民服务代办站，
覆盖所有行政村，400多名村两委成员担任
代办员。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
察时强调，要把村为民服务中心作为基层

治理体系的重要阵地建设好，完善充实服
务事项，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
的精准性和实效性。2021 年 4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出

“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优化村
（社区）服务格局”“市、县级政府要规范村
（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

名山区推行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
度，建立村级便民服务代办站，制定代办服
务一卡通指南，增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效

能，探索以公共服务改善促进乡村治理的
有效路径。

截至目前，名山区为群众代办帮办各
类服务事项 16.8 万件，上门为老弱病残等
特殊群体服务近 1.1 万人次；同 2017 年相
比，全区群众办理事项平均时限压缩 60%
以上，代办服务效率提升 80%以上，办事所
需材料减少 75%以上。2020 年 12 月，农业
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
批 23 个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四
川名山：‘全程代办’实现农村公共服务‘零

距离’”入选。
“现在，我们有 7 名村干部担任代办

员，能帮群众代办 8 类 46 个事项。”王福祥
说，村级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度的实施，推
动实现了“一站服务不出村、下沉服务零距
离、贴心服务转作风、暖心服务促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新店镇新星村，驻村四
日，跟着王福祥体验村代办员怎样为群众
提供代办帮办服务，怎样增强为民服务精
准性、有效性，怎样增强基层公共服务效
能、打通基层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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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新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福祥（左）与鑫垚茶厂负责人宋雄伟交流茶叶生产情况。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图②：新星村茶园绿意盎然。 高 恺摄

图③：王福祥（右）登记新星村村民陶德全申办老年人优

待证事项。

图④：新星村党委副书记黄光雄在梳理登记近期代办事项。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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