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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减 一 增 ，见 证 乡 村 治 理 效 能 提
升。今年，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的村级
组织为群众开具证明事项由 2021 年 3 月
前的 62 项减少至 4 项，下沉至村级办理
的政务服务事项则由 0 增至 51 项。

“过去，村干部疲于开具证明材料、
上报台账表格、应对检查评比等。自从
运用清单制管理，干部照单履职，工作负

担轻了；群众按需点单，服务效率高了。”
德阳市罗江区鄢家镇长堰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谢秩学对推广运用清单制后
的变化感触颇深。

2019 年 6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公
布 ，其 中 提 出“ 规 范 村 级 组 织 工 作 事
务”，要求“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并

“鼓励各地实行目录清单、审核备案等管
理方式”。

为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德阳市
罗江区聚焦开具证明过多、填表留痕过
度等问题，于 2021 年 3 月印发《村（社区）
减负增效五条措施（试行）》，并设立了

“村级事务清单”“开具证明事项清单”
“报表台账清单”等 3 类清单。同时，下沉

便民服务事项，着力提升村级组织的为
民服务能力和乡村治理效能。

2021 年 9 月，德阳市罗江区运用清单
制、创新治理方式的经验做法，入选第三
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近日，记者走进罗江区，倾听基层干
部群众讲述运用清单制减负增效的进展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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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事务清单化，
权责界限明了，村里干
事顺了

拾阶而上，推门进院，长堰村村民

黄 翠 兰 挎 着 菜 篮 步 入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她刚从集市上买完菜，顺道来取丈

夫谢永忠新办理的残疾人证。谢秩学

闻声起身，热情招呼黄翠兰坐下，随即

将办好的证件递了过去。

黄翠兰告诉记者，今年 6 月，她到村

委会交了申办材料，其余事项均由谢秩

学全程代办。有了这张证，丈夫不仅购

买辅具和意外保险时能够享受优惠政

策，还能免费参加康复训练。

听到黄翠兰道谢，谢秩学说：“作为

村便民服务站的代办员，这是我应该办

的事儿。”

村 级 组 织 的 工 作 事 务 究 竟 有 哪

些 ？ 如 今 谢 秩 学 的 心 里 跟 明 镜 似 的 ：

“村级事务清单”明确了村里应当承担

哪 些 工 作 、可 以 协 助 政 府 部 门 开 展 哪

些 工 作 、哪 些 是 不 该 由 村 里 做 的 工

作 。“给 村 民 代 办 残 疾 人 证 ，清 单 里 写

了 ，属 于 依 法 协 助 政 府 工 作 事 项 。”谢

秩学说。

以前为啥不能办？“那时候，这事情

没有交给我们办。”谢秩学说，没有清单

时，村里该干哪些事不该干哪些事，存

在模糊地带；现在清单上明确不该由村

里干的事儿，自己以前没少干。

2019 年，刚当选村党总支（现为村

党委）书记不久，谢秩学就遇上了区直

相关部门要求村里排查辖区单位食品

安全情况。“村干部不具备食品安全鉴

定能力，又没有执法资质，只能硬着头

皮挨家走，给村民们简单嘱咐两句，要

注意食品安全。”谢秩学说。

这种情况不只有长堰村遇到。“村

级组织承担行政事务过多，与上级政府

权责边界不明，是困扰乡村治理的普遍

问题。”罗江区城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

基层治理股股长江豪介绍，2021 年初，

为更好地发现问题，梳理形成清单，他

带着调研组走了不少地方。来到长堰

村时，谢秩学向他们反映问题：“很多事

情权责理不清，村里啥都得干。”

如 何 确 定 村 级 组 织 的 工 作 事 项 ？

江豪带领的调研组与区民政局、司法局

工作人员一起，对长堰村一个月内承办

的 各 类 工 作 事 项 进 行 了 梳 理 ，并 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等法律法规，逐项分辨哪些是村级组织

依法自治事项，哪些是依法协助政府工

作事项，哪些是不属于村级组织工作事

务的“负面事项”。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属于啥事项？

“‘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赋予村民委员会

的职责。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

人服务在此范畴。”江豪说，调研组将此

事项纳入村级组织的依法自治事项。

拆迁拆违呢？“村委会不是一级政

府，没有执法权，不是该事项的责任主

体。”江豪说，该事项被纳入村级事务负

面 事 项 清 单 。 谢 秩 学 反 映 的“ 辖 区 食

品、药品安全日常监管”工作，也因相同

的理由，被纳入负面事项清单。

“还有一些工作事项，主管单位虽

为 区 级 部 门 ，但 需 要 村 里 协 助 。”江 豪

介绍，一开始，调研组将残疾人证办理

等 工 作 也 纳 入 负 面 事 项 清 单 ，由 区 级

部 门 承 担 。 可 实 践 中 发 现 ，这 些 事 项

下 沉 至 村 级 组 织 办 理 ，更 方 便 村 民 办

事 ，于 是 被 纳 入 村 级 组 织 依 法 协 助 政

府 工 作 事 项 清 单 。“最 终 ，结 合 调 研 情

况，我们梳理确定了‘村级事务清单’，

其中包括 14 项依法自治事项、57 项依

法 协 助 政 府 工 作 事 项 和 10 项 负 面 事

项。”江豪说。

“有了这个清单，我们就能对不合

理的工作任务说‘不’，也能腾出时间精

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谢秩学说。

村级组织开具的证
明事项由 62 项减至 4
项，证明材料少了，群众
办事快了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村级组织

除了承担过多的行政事务外，还经常被

要求开具一些不合理的证明。”江豪说。

“村民务工时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去

银行贷款时的偿还能力证明……”提起过

往诸多的开具证明事项，谢秩学眉头紧

蹙，“就拿无犯罪记录证明来说，派出所通

过公安内部系统就能查阅公民犯罪记录

情况，却让村委会开证明，既不科学，也增

添了基层负担，还让村民多跑了腿。”

如何让基层干部群众从繁琐的证

明事项中解脱出来？罗江区城乡基层

治理促进中心与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

逐项查阅法律依据，核查开具单位的职

责。最终，罗江区村级组织开具证明事

项从 2021 年 3 月前的 62 项减少到 4 项，

下降 93.5%。

“依据‘开具证明事项清单’，目前

需要村级组织开证明的事项，只有经济

困难证明、收养人生育情况证明、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农

村承包经营权变更事项证明这 4 项。”江

豪说，同时，亲属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

证明等 33 项证明事项被明确为“不应由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

清理整顿证明事项，既要减轻村居

负担，又要避免群众不方便办事、办不成

事。去年 6 月，罗江区发布了《德阳市罗

江区区级部门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目录（2022 年版）》，对亲属关系、收入情

况等 64 项证明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让

不能开证明又确需相关材料的群众自主

选择，可通过提交书面承诺书的方式予

以解决。

“一纸承诺取代红头证明，群众办

事更加方便快捷。”罗江区城乡基层治

理 促 进 中 心 主 任 李 润 说 ，清 单 制 并 非

“一劳永逸”，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

意想不到的情况，需要不断完善，“中心

根据各部门和群众反馈意见，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实现清单制的动态化管理。”

今年 4 月，罗江区金山镇家和社区

一名居民想用自家住宅注册成立公司，

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营业执照时，因

自身提供不了本栋住宅楼业主一致同

意 的 证 明 材 料 ，被 要 求 到 社 区 开 具 证

明。社区党委书记叶文查阅清单后发

现，“同意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证明”

已被纳入“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出具证明事项清单”中。

在与区政务服务中心沟通时，对方

说明了难处。“按照民法典第二百七十

九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外 ，应 当 经 有 利 害 关 系 的 业 主 一 致 同

意。而按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本栋建

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该条所

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区政务服务

中 心 相 关 负 责 人 解 释 ，村 居 不 再 开 具

“同意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证明”后，

申请人需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但实际操作中，

很多居民很难自行取得利害关系人一

致同意证明，不方便群众办事创业。”

开证明似乎有道理，社区开证明又

没道理，怎么办？今年 5 月，一场联席会

议在家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区城

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司法局、民政局、

政务服务中心和社区代表坐在一起，各

自陈述意见。

最 终 ，各 方 接 受 了 区 司 法 局 的 建

议，由区政务服务中心与金山镇共同依

法开展实地核查，组织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开会，征得他们一致同意后，为居民

办理了营业执照。

李润介绍，自清单制实施以来，罗

江区城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已牵头召

开联席会议 10 余场，就证明事项等开展

会商审议。

基层上报表格种类
下降逾八成，工作台账
薄了，干部负担轻了

“丁零零……”一串铃声响起，李润拿

起电话，原来是区住建部门有关负责人来

电，希望全区各村居填报辖区燃气管道情

况统计表。“这份统计表不在‘报表台账清

单’内，要经过‘一表三审’，通过后才能下

发。”李润解释道。

所谓“一表三审”，即区级部门要求

村居上报表格前，必须经过部门初审、

区城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二审、区司法

局合法性审查等 3 道环节。2021 年 3 月

以来，罗江区通过“一表三审”制审核、

列入“报表台账清单”、可以下发的表格

有 10 种，较 2021 年 3 月以前减少 43 种，

下降幅度为 81.1%。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李润

说，过去，一些区级部门向村居下派任

务、要材料、要报表比较随意，不少原本

可以通过系统提取生成的数据，也要基

层 层 层 上 报 。“报 表 要 得 频 ，时 间 催 得

急。”谢秩学回忆，有一次下午 3 点多接

到填报表格通知，当日下班前就必须反

馈，“真正体会到了啥叫手忙脚乱。”

“ 不 少 村 干 部 只 忙 着‘ 键 对 键 ’填

表，顾不上‘面对面’服务。”李润介绍，

罗江区城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在 2021
年初的一次调研中发现，某村年填报表

格和台账 3000 多页纸，平均每天近 10
页，村干部常年坐班、疲于应付。

如 何 刹 住“ 指 尖 上 的 形 式 主 义 ”？

罗江区把严控报表台账填报作为基层

减负的重要任务，明确“一个口子管报

表”，由区城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统筹

把关区级部门台账、报表下发工作；全

面落实“一表三审”制度，对区直部门拟

下发村居且需上报反馈的台账表格开

展前置审核，着力解决要求基层重复、

过急、多头报表等问题。

在由区城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主

持的联席会议上，来自区民政局、司法

局和各村居的代表先后发言。

“村干部不具备燃气管道方面的

专业知识，无法保证统计数据的有

效性。”

“村委会没有专项经费保

障，统计工作增加了基层负担。”

“燃气管道统计工作未列

入‘村级事务清单’，不符合

准入条件。”

…………

各单位代表纷纷发言，李

润详细听取记录。尽管住建部

门初审通过，但经过区城乡基层

治理促进中心会商后，燃气管道情

况统计表不予下发村居填报。

推广运用清单制，既要管好区级

部门下达的各类表格，也要规范村级组织

迎检的工作台账。“过去，很多工作强调

‘留痕’，需要制作台账，而且不同条线的

单位来督查检查时，村里又得重新归纳梳

理，打印厚厚一沓迎检材料。”谢秩学说。

如何避免频繁迎检造成的重复报

送材料问题？罗江区从规范统一迎检

材料和降低督查检查频率两方面着手。

走进长堰村村两委办公楼，各类迎

检表格分门别类公示于墙上。“一份公

示材料就能用于多次迎检，不必重复制

作迎检资料了。”谢秩学带着记者走近

细瞧，村里的秸秆禁烧和夏季防汛情况

统计表逐张展示，村干部今年开展 30 多

次日常检查的详细内容清晰在列，方便

不同区级部门下乡督查时调取。

“工作台账薄了，迎检负担轻了。”

谢秩学切实感受到变化。今年 5 月初，

区水利局、生态环境分局、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办公室组成联合工作组，来长堰

村开展集中督查。这意味着过去由 3 个

区级部门分别进行的夏季防汛、秸秆禁

烧和森林防灭火等 3 项检查，被合并打

包成一项综合督查。

“自清单制实施以来，我们建立了

督查备案制度，一方面统筹全区督查检

查 工 作 ，将 涉 及 多 部 门 的 检 查 进 行 整

合，实施综合性督查检查；另一方面，对

确需额外进行督查检查的，由区级部门

向区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公室备案，经同

意后方可进行。”罗江区委目标绩效管

理办公室主任全领介绍。

基层减负是否落实到位，一线干部最

有发言权。近两年来，罗江区委目标绩效

管理办公室探索建立了乡镇、村居反评区

级部门考核机制，年底可对区级部门在基

层减负、指导服务乡村等方面考核打分，

考核结果与各单位绩效直接挂钩。

“ 哪 些 部 门 安 排 的 督 查 检 查 任 务

重，各村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两年，谢

秩学根据平日感受给相关部门逐一打

分。村干部们的评分最终在各个部门

的综合得分中体现。

51类便民事项下放
到村，代办事项多了，治
理效能高了

73岁的周安忠老汉没有想到，自己今

年 8月 12日大病初愈刚出院，谢秩学当天

就主动上门为他代办了临时生活救助。出

院证明、交费票据、身份证、社保卡……谢

秩学仔细核对好后，一并放入公文包内，

送到镇便民服务中心递交申请。经过评

议公示，2400多元的临时生活救助金 8月

18日便拨付到老人社保卡上。

“卸掉形式主义的包袱后，基层干

部有了更多精力扑下身子为群众办实

事。”李润介绍，罗江区将落实清单制与

推进服务增效配套实施，通过便民服务

事项下沉、村干部专职化管理、政府购

买服务、拓展公共服务内容等方式，持

续增强村级组织为民服务能力。目前，

下沉到镇村的政务服务事项达 154 项，

其中 51 项可以在村居代办。

从“忙事务”转向“送服务”，群众足

不出村能办事，干部主动上门帮代办。

罗江区委书记黄琦介绍，实施清单制后，

开具证明过多、填表留痕过度等问题正

得到有效解决，基层干部得以轻装上阵，

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今年上半年，罗江

区村干部为群众代办政务服务事项 5500
余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78.2%。”

为进一步激励村干部干事创业，罗江

区两年多来因地制宜调整村干部职数，在

以往基础上每村普遍增加 1至 3人。“长堰

村两委干部从 3 年前的 4 名增加到了 6
名。”谢秩学说，村里的工作力量得到加

强，6名村干部全都兼任代办员。

“叮咚……”谢秩学的手机上弹出一

条信息。原来，村干部补贴到账了。“每

月基本补贴从 2021 年 4 月的 1430 元提

高到如今的 3000 多元，区里还给村干部

上了社保。”谢秩学说，去年长堰村在区

里的年度考核中排名靠前，村干部得到

人均 6000元的考核奖励。

2021 年 7 月，罗江区出台了《村（社

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

行）》，建立了“基本补贴+保险补贴+绩

效考核奖励+职称补贴”的薪酬体系，进

一步提升了村居岗位的吸引力。

“ 提 升 乡 村 治 理 效 能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 ，罗 江 区 以 推 广 运 用 清 单 制 为 契

机 ，增 强 干 部 履 职 本 领 ，提 升 为 民 服

务 能 力 。”李 润 介 绍 ，罗 江 区 近 年 来 持

续 加 强 对 村 干 部 的 培 训 培 养 ，分 层 分

类 开 设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城 乡 基 层 治

理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等 专 题 培 训 班 ，组

织 村 干 部 到 省 内 的 成 都 、宜 宾 等 地 开

展 跟 岗 锻 炼 、现 场 教 学 ，提 升 村 干 部

履职能力。

今年 3 月，谢秩学参加了区里组织

的村党组织书记进修班。在 5 天进修期

间，他上了乡村产业发展等课程，学到

不少经验。在宜宾市筠连县教学现场，

谢秩学参观了当地的果树种植和茶产

业基地。回村后不久，他就与其他村干

部讨论，计划引入农业企业，助力村里

水果产业发展。

翻开谢秩学的笔记本，历次外出培

训内容记录得十分工整。他印象最深

的一位授课老师是德阳市一个区的土

地管理站站长，课上详细讲述了发展集

体经济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怎样做好

撂 荒 地 整 治 ，让 谢 秩 学 深 受 启 发 。 如

今，长堰村通过出租闲置房屋和堰塘，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

“随着清单制在乡村治理中逐步推

广运用，村干部进一步回归主责主业，

工作主阵地正由‘房间’转向‘田间’。”

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说，目

前德阳正在全市积极推广运用清单制，

切实为村级组织减负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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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四川德阳市罗江区城

乡基层治理促进中心牵头召开

村（社区）事务准入事项研讨会。

图②：罗 江 区 鄢 家 镇 长 堰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谢秩

学（右）上门为村民周安忠办理

临时生活救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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