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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新湖南全媒体记者
齐果

9 月 23 日，时值秋分，万物
丰硕。 广袤的三湘大地，中稻金
黄，晚稻油绿，如画的田野生机
盎然，丰收在即。

湖广熟， 天下足。 自古以
来， 湖南省就是重要的粮食调
出省份。 近年来， 湖南党政同
责，协同发力，构建全程一体化
保护体系， 扛牢耕地保护政治
责任。 全省上下同心，守牢耕地
红线， 净增耕地 42.18 万亩，迎

来了 “进大于出” 的历史性突
破，为全省粮食长期维护在 600
亿斤以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
端稳百姓饭碗， 湖南正奋力书
写耕地保护的金秋文章。

党政同责
寸土寸心守根本

由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省级田长的“5+1+N”的田
长制体系， 确保了全省上下守
土有责。 省田长制办公室设在
省自然资源厅 ，21 个省田长制
责任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协同推

进工作落实； 全省注册网格田
长 14.8 万个。同时，田长制与河
湖长制、林长制协同推进，形成
“一长三员 、党员带头 、群团助
力、三长协同”工作体系。

在此基础上， 湖南带位置
下达耕地保护目标任务， 全省
5431.71 万亩耕地和 4812 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层层分解到市 、
县、乡、村，落实到具体地块，确
保每分田都有人种， 每块地都
有人管。

（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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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一池春水 酿造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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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王薇
任琼瑨

近日， 全国社会治理创新
案例 （2023） 征集活动公示了
100 份案例， 湖南有两例入选。
“汨罗市的‘罗江夜话’议民事”
位列其一。

近几年 ，汨罗市不断创新
基层治理 ，涌现了多样化 、可
复制 、可推广的治理模式 。 先
后荣获 “湖南省乡村治理示
范乡镇 ” “湖南 省平 安 县 (市
区 )”等称号 。

翻开汨罗市基层治理成绩
单，一串串鲜活的数字，串起一
段段乡村蜕变足迹。 2022 年，该
市信访率下降 90%， 积案交办
件审核化解率达 98.8%。 群众安
全感指数创历史新高。

9 月中旬， 记者实地探访，
解密汨罗加速基层治理蝶变之
路。

微党课
连“天线”接“地气”
“手机一打开，就能在微信

群里听党课。 专家、乡贤、党员
干部用家乡话讲课， 让我们轻
松读案例，快速懂时事，还能学
政策，收获看得到！ ”近日，新市
镇元福村老曾为“元福新潮”的
微党课点赞。

2018 年， 新市镇元福村党

总支将元福村党员、村民骨干、
知名乡友等拉进村级工作交流
微信群，取名“元福新潮”。

5 年来，这个微信群从当初
的二三十人，拓展到现有的 500
余人。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在理论‘天
线 ’和乡村 ‘地气 ’之间架起一
座沟通桥梁， 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镇党委书记
谢晓锋表示， 将继续发挥微党
课的载体和示范作用， 凝聚各
方智慧和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2022 年，“元福新潮” 微党
课平台入围全国社会治理创新
案例。

近年来，汨罗市推行 “党建
引领 、群众自治 ”工作机制 ，充
分运用 “党建+”模式 ，由点及
线、由线及面，在全市 179 个村
（社区 ）全面推行 ，进一步健全
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
层治理体系， 不断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罗江夜话”
听民声解民忧暖民心
“村里安全怎么搞？ ”“一盔

一带怎么实施？ ”“安全生产怎
么落实 ” ……2021 年 9 月底 ，
罗江镇党委书记郝光第 1 次
“当面锣对面鼓” 同村民唠嗑，

村民没有丝毫的拘束感， 纷纷
打开了话匣子， 对郝光说起了
掏心窝子的话。

群众事情群众议,群众事情
群众办。 自此，“罗江夜话”在各
个屋场越来越吃香。 禾场院落、
林荫树下， 国家政策、 民生福
祉、家长里短。 闲谈中，解决民
生诸事。

郝光介绍，2021 年以来，镇
党委政府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新
理念引路，积极探索搭建“罗江
夜话”议事平台，创新屋场自治
模式 ，冬夜围炉 、夏夜纳凉 、春
秋话家常，问发展之计、聊民生
之困、话治理之策。

近两年，罗江镇共开展“夜
话” 1500 余场次，1.8 万余人参
与，化解难题 300 余个，提供就
近就业岗位 2300 余个 ，实现百
姓增收 8000 余万元。

“罗江夜话 ”模式 ，已经在
汨罗复制推广。 如今，汨罗市镇
村 3 级干部利用晚上、 农闲时
间 ,组织召开 “屋场夜话 ”，听民
声、解民忧、暖民心。

群英断是非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10 年前， 因为宅基地和自

留地问题， 长乐镇两户村民结
下了梁子，矛盾不断。 近年来，
镇村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未果。

前不久， 分管政法副镇长
黄胜洪召集部门单位工作人
员、 村干部以及本地有影响力
的群众组织了一场 “群英会 ”。
对是非曲直进行全面调查了
解， 分头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
作，摆事实、讲道理、明政策，彻
底解开两人的心结。

据了解， 长乐镇一直坚持
“网格点题 、党员牵头 、群众参
与 、支部挂帅 、群英发力 、部门
联动” 的工作思路， 大力推进
“群英断是非”工作方法 ，充分
发挥群众智慧和力量， 使群众
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力军 ，
努力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局
面 。

今年以来， 汨罗市全市累
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165 起 ，
化解率达 98%。 汨罗市连续 4
年获评湖南省综治工作先进
县 (市区 ）。

截至目前， 全市基层党组
织主导、 群众自发组建的自治
组织达 964 个 、 各类志愿服务
组织 586 个 、志愿者达 10 万余
名， 各方力量凝聚到乡村振兴
中来， 不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
基层治理优势。

科技赋能
为乡村振兴加码提速
“没想到在 ‘雨坛一家人 ’

智慧乡村平台上申请贷款这么
方便 ， 我可以放心经营生意
了。 ”今年 5 月，古培镇雨坛村
村民老霍通过该平台申请的 30
万元银行贷款发放到位。

“不止呢！ 我只要在这个平
台发布村务信息， 订阅了的村
民都会接收到， 极大方便了村
级工作。 并且，村民订阅消息还
可以获得积分， 用来兑换生活
用品，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
雨坛村村民监事会长、村“智慧
管家”仇汨辉高兴地说。 目前，
雨坛村 729 户中已有近 700 户
参与到积分管理体系中。

为了畅通村民就业渠道 ，
该平台连通人社局人力资源市
场，同步更新企业招聘信息，不
仅 “人找工作 ”，还能 “工作找
人”。

“功能涵括智慧党建、便民
服务 、村民积分 、平安建设 、生
活服务等，通过乡村治理数字
化 ，实现村级工作减负。 ”雨坛
村党总支书记霍鑫说， 科技赋
能 ， 乡村振兴跑出了 “加速
度”。

在近年的创新实践中 ，汨
罗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当地特
色、 符合治理规律的乡村治理
新路径， 激活基层治理一池春
水， 为老百姓酿造着幸福新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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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来到碧涌镇清江村，
开展“检察为民———携手少数民族村民共话清廉”主题活动。 检察
干警向村民发放宣传手册，详细介绍检察机关“四大检察”职能，
宣讲民族政策法规，同心维护民族团结。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尹晓波

【编者按】筑牢粮仓“地基”，端稳“中国饭碗”。 湖南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扛牢耕地保护之责，
夯实粮食安全之基，坚持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全力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拓展农业
生产空间。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聚焦湖南各级党委、政府守红线保耕地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
法。

扎牢耕地篱笆 端稳百姓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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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李果）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
改革委、省版权局、省文旅厅联合制定下发《关于
深入开展版权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 》（简称
《意见》），进一步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意见》明确，四部门共同构建调解和诉讼制
度有机衔接的版权纠纷化解体系，切实推进 KTV
经营、摄影作品、图书、电视电影等产业和行业版
权争议的纠纷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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