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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诸暨浙江诸暨：：续写新时代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新篇章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方问禹

萌发于浙江诸暨枫溪江畔
的“枫桥经验”，60 多年来历久
弥新，绽放时代生命力。扛起
这一重大经验发源地的使命担
当，浙江诸暨努力坚持好、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创
新举措、续写新篇。

村庄治理“群众唱主角”

走 进 诸 暨 市 枫 桥 镇 枫 源
村，一排排民居别墅错落有致。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三上三
下 民主治村”8 个大字醒目地
张贴在墙上。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
枫源村创新探索重大事务“三
上三下三公开”、日常事务“问
议办评”、应急事项“即事即议”
的“三事分议”村务治理办法，
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
民管。

“村里大事小事，每个环节
都由村民一起来商量决定。”枫
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骆
根土说，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
枫源村秉持“矛盾不上交、服务
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根本理
念之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如今在浙江，温岭的“民主

恳谈会”、象山的“村民说事”、
德清的“乡贤参事会”……一个
个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协商形
式，是基层治理“群众唱主角”
的生动注解，也是浙江用“枫桥
经验”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创
新实践。

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
桥经验”，诸暨围绕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仍然在不断创新举措，
保障村民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
重要主体。

诸暨市马剑镇联合高校，
推出一款“民治民享”基层自治
APP，链接起镇、村社及村（居）
民，活跃于“一起干”“一起议”

“一起富”“一起帮”四大场景。
自 2021 年 11 月 投 入 使 用 以
来，全镇各村已有 3000 余村民
主动参与村级事务，有效改善
了“干部干、百姓看”的现象，充
分激发了村社自治活力。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9 月
以来，以“群众唱主角，干部来
引导，德法加智治，有事当地
了”为鲜明特征，浙江各地不断
擦亮“枫桥经验”这张金名片。

矛盾纠纷调解员“青蓝相承”

“石老师，上次那桩邻里因
建房引起的纠纷事件调解，我
们想跟您约个时间复盘一下。”
诸暨市司法局暨南司法所所长
孟柳霞给专门负责带她的资深
调解员石耿昌打了个电话。电
话那端，石耿昌连声说有空，还
叮嘱他们带上笔记本，把这桩
调解案例好好剖析一下。

这样师徒结对开展调解工

作的办法，如今在诸暨各个乡
镇街道广泛展开。立足基层矛
盾 调 解 实 际 需 要 ，去 年 10 月
起，诸暨市委组织部、社会治理
中心、司法局、人民调解协会等
协同推出“青蓝相承、携手共
进”的“传帮带”活动，着力培养
年轻干部传承调解经验。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状态，离不开脚踏实地
的群众工作能力。

诸暨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吴舒峰表示，年轻干部通过

“传帮带”活动，从老一辈调解
专家手中接过群众工作“接力
棒”，接续成为了将问题解决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专业
支撑力量。

记者了解到，诸暨构建了
以社会治理中心为核心，市镇
村三级调委会为基础，企事业
单位调委会、行专调委会为骨
干，品牌调解、律师调解、商事
调解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
多元化调解体系。

不断 夯 实 调 解 预 防 化 解
基层矛盾纠纷的基础性作用。
诸暨推进“一镇一品”“一业一
品”调解室建设，先后建立大唐

“红袜子”、同山“酒乡义警”、山
下湖“珠正”等品牌调解室，目
前已培育浙江省级金牌调解
室 3 家，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
员会 2 家、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 4 名。

2024 年以来，诸暨市各类
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 1.88
万余件，调解成功 1.86 万余件，
签订书面协议 1.1 万余份，涉及
金额 10.82 亿元。

村里有了“法律明白人”

年近 60 岁的杨七明，是诸
暨市大唐街道上下文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村里的

“法律明白人”：带领志愿者面向
村民广泛普法，更好地将法律融
入乡村治理实践。

目前在诸暨，像老杨这样的
“法律明白人”共有4235位。通
过“群众自荐+‘两委’推荐+考核
优选”的选择机制，当地统筹村干
部、人民调解员、网格员、“致富
能手”、退伍军人等多元力量，实
现了村级“法律明白人”全覆盖。

“群众遇到纠纷时，大多优
先选择找村干部。把村（社区）
两委成员培养成‘法律明白人’，
能够有效促进依法化解农村矛
盾纠纷。”诸暨市司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诸暨每年组织“法律
明白人”培训，通过这支队伍提
升基层治理法治水平。

记者了解到，诸暨今年出
台《“法律明白人”工作考核办
法》，梳理了“法律明白人”在基

层治理中的职能定位——“遵
纪守法、普法宣传、业务培训、示
范带头”，发挥其在村务管理、法
治宣传、矛盾纠纷信息上报、法
律服务引导等方面作用。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
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2024年4月，诸暨牌头法庭
诉讼服务中心成建制入驻牌头镇
社会治理中心，有关乡镇则在牌头
法庭设立社会治理中心工作室。

这种“双向入驻”机制，促
进诉源、警源、访源立足乡镇、基
于法治实现“三源共治”。在收
案数量“三年连降”基础上，上半
年牌头法庭收案数量同比再降
13.27%，辖区矛盾纠纷化解率
达到86%。

记者了解到，诸暨正在大
力推动“枫桥式”司法所建设、市
镇村三级法律顾问体系建设、
智慧司法建设，现已建成浙江
省级“枫桥式”司法所 3 个，504
个行政村（社区）实现法律顾问
全覆盖。

■新华社记者 贾稀荃 傅 天

上午 9 时许，大城市早高
峰的喧嚣还未褪去，静谧的皖
南山水间，有一批年轻人已经
以另一种节奏开启了新的一
天。明亮的共享办公区飘散着
咖啡香，陆续有年轻人来到这
里，有的围坐在圆桌旁展开讨
论，有的敲着键盘沉浸于工作。
推开门，外面便是绿树成荫、河
水潺潺的美景。

这是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
的NCC黄山数字游民社区，在此
相聚的年轻人是一群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不受
传统工作地点束缚，追求自由、
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
他们带着电脑拉着行李，从“一
线”大城市来到安徽黟县，边工
作边旅居。

临窗而坐的是 28 岁的十

笔（化名），一年前他还奔波于
大城市中。“早上睁开眼便一头
扎进地铁奔向公司，下班时月
亮早已挂起，有时一整天都很
难见到阳光。”快节奏的工作让
他考虑换一种慢生活。在朋友
的介绍下，他辗转多地数字游
民社区旅居体验后，来到黟县。

“社区内除了办公和居住场所，
还建有小剧场、图书馆、会议
室，平时还会组织各种室内外
活动满足大家不同需求。”在十
笔看来，这里是兼顾生活与工
作的理想“栖息地”。

“ 相 比 独 自 在 家‘ 埋 头 苦
干’，我更喜欢在轻松的氛围里
和朋友一起投入工作。”程序员
小梁毕业后便开始远程办公，
来到这里 3 个星期，已经和社
区成员熟络起来。他会规划好
每天的日程，保持高效工作，以
便腾出时间和朋友到户外玩飞
盘，晚上一起在露台赏星星、玩

桌游，周末相约去周边走走逛
逛，感受山乡野趣。

今年 7 月，社区正式对外
开放，依靠黟县不断完善的配
套设施和高速铁路网、深厚的
文化底蕴、宜居的生态气候与
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陆续吸
引了 300 余人报名。“这些来自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拥
有不同知识背景，在一起更容
易碰撞出火花。”社区主理人大
曹说，社区提供了一个共居共
创的空间，能更好地将这些人
才资源链接起来形成合力。

黟县有充满诗意的生活空
间，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社
区搭起年轻人与乡村‘双向奔
赴’的桥梁，促进资源双向流
动。”大曹介绍，社区成员多是
有想法、有技能的创业者或是
想在乡村发展事业的探索者。
这里经常举办分享会，供大家
交流工作经验，分享优质资源，

或发布创业设想，帮助招募到
合伙人，让年轻人在乡村有事
可做，也为一些处在职业探索
期的成员提供新机遇。

来自北京的颜珣是一名保
险经理人，她的工作是为客户
提供养老规划。带着到黟县孵
化项目的设想，她搬进社区边
旅居边考察。在和一名 52 岁
的社区成员愉快相处的过程
中，颜珣获得灵感。“这里有令
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环境，也有
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我计划
在社区附近引入‘乐活旅居’产
业，为城市里缺少陪伴并愿意
发挥余热的退休人员创造与年
轻人共同体验生活的机会，鼓
励他们向年轻人分享资源与人
生经验。”有了想法，颜珣很快
联系到黟县本地的团队达成合
作。9 月初，“乐活旅居”正式落
地，迎来第一批客人。

与此同时，更多数字游民

通过社区内组队，孵化出咖啡
店、社区食堂、艺术策展等商业
项目，并借助社区的资源和场
域实现落地，他们还计划围绕
和美乡村建设、传统古村落和
历史街区保护、创意产品研发
等方面继续开展创新创业。

为了让更多的数字游民留
下来，黟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制定了 10 项具体举措，从生活
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设
立 100 万元数字游民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等。同时，当地还将
搭建更多孵化平台，将数字游
民扩充到乡村振兴“人才池”，
助力乡村发展。

目前，NCC 黄山数字游民
社区的申请者源源不断，附近
的老酒厂宿舍正在加速改造，
完工后将成为社区二期的住宿
空 间 ，届 时 将 有 更 多 年 轻 人

“游”到黟县，为白墙黛瓦增添
一抹充满活力的亮眼色彩。

从从““一线一线””到到““黟县黟县”：”：

探访皖南山水间的数字游民社区探访皖南山水间的数字游民社区

浙江省诸暨市山水秀丽、生态宜居。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