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下东村党支部书记朱文哲：
“龙山经验”成功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为老百姓织起一张平安网，老百

姓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这就是为了人民平安而奋

斗的初心。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将切实做到清正廉

洁、务实求真，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加强社会基层

治理，全面夯实基层基础，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把桥下东村建设成为富强、美丽、和谐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归属感。

书记表初心

老党员不忘初心 捐款助村庄建设
“ 他 是 一 个

很实在的人。”这

是环溪村贾宅自

然村众多村民对

老党员贾新权的评价。

贾新权是革命烈士后代，已步

入耄耋之年。同时作为一名拥有63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时刻谨记共产

党员的职责和使命。

说起党员的初心，贾新权说：

“我父亲是老革命，虽然他在我四个

月大的时候就牺牲了，但是他对我

的影响伴随了我一生。”在

父亲的影响下，他用实际

行动诠释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

贾 新 权 30 岁 左 右 回

到村里，先后担任过村委

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脚

底沾泥，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为村庄

发展尽心尽力。卸任后的他仍关心

村庄建设与发展，为村庄发展尽自

己一分力。村里修建溪边颜至贾宅

的道路，他二话不说主动帮忙，参加

了 80 多天的义务劳动，

不拿村里一分工资。村

里选他担任老人协会主

任时，他一干就是 11 年，

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

2019 年 ，村 里 有 一

段 60 米的道路还是黄泥路，路面坑

坑洼洼，平时车辆通过时都是“一波

三折”，一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

根本无法行走。贾新权拿出父亲的

抚恤金共计 1.8 万元，修通这段 60

米的水泥路，该道路于 2020 年正式

完成。而当记者问起缘由时，他笑

呵呵地说：“父亲的抚恤金自领来后

就一直放着，现在用于修路，也算是

发挥这笔钱的价值了。你看现在村

民走路方便了，就说明这笔钱花得

值了。”

现已 90 岁高龄的贾新权虽已

无法参加到村庄建设中，但是他仍

十分关心村庄发展，用自己力所能

及的力量为村庄建设尽上自己的微

薄之力。

贾新权

环溪村党员

1931年出生
1958年入党

改造闲置用地 壮大集体经济
上 任 前 ，她

是 优 秀 女 企 业

家，热衷于各类

社会公益事业。

上任后，她是村党支部书记，抛下家

里生意，致力于扮靓村庄、壮大村集

体经济。她就是吕南宅四村党支部

书记吕青肖。

去年村级组织换届后，吕青肖

接过“创业棒”，首先向村庄环境卫

生“开刀”，组织村两委、带领党员干

部集中整治村庄环境，以实际行动

作表率。热火朝天的干事

氛围也感染了村民，大家

纷 纷 投 身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中。

目前，吕南宅四村正

在推进村级闲置用地改造

工作。近日，记者见到吕

青肖时，她正与村两委成员讨论村

集体工业厂房建设事宜。“目前厂房

建设地块论证方案已通过，但还要

加快速度，争取早日开工建设，让小

微企业早日入驻。”吕青肖说，村集

体工业厂房建设是事关

村 庄 发 展 的 大 事 ，预 计

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能突破1000万元大关。

其实，一直以来吕青

肖都很关注村庄发展，在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前，她

曾担任6年村委、妇联主席。也正是

因为热心村里的事业，她才高票当

选了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村党支部

书记这一责任更大的职务，她始终

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扛起

责任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和村民

一起讨论村庄未来的发展规划⋯⋯

在吕南宅四村，总能看到吕青肖忙

碌的身影。“是大家的信任让我当

选 ，这 份 事 业 对 我 来 说 是 一 种 挑

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有多和

村民打交道，多听听他们的心声，才

能让村庄发展得更好。”吕青肖说，

争创美丽乡村、壮大村集体经济收

入是她的努力方向，也是一定要做

好的事情。

吕青肖

吕南宅四村
党支部书记

1971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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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几 天 ，桥

下南村党支部副

书记、村务监督

委员会主任颜华

臣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打开手机查看天气。原来，该村马

山头小微园正在道路硬化。

颜华臣说，根据计划,本月 20

日第一批企业就可入驻小微园，但

受近期天气影响，道路硬化工程拖

了下来，入驻时间只能往后推了。

自 2013 年担任村干部以来，颜

华臣始终发扬退伍不褪色的优良传

统，一直把为百姓谋福祉

放在首位。如何让村民增

加收入，实现发展成果共

享 ，成 为 他 的 奋 斗 目 标 。

事实证明，这么多年来，他

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始终朝

着这一目标，带领村民共

同开启幸福小康之路。

上任伊始，颜华臣带领党员干

部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改造，生态环

境和村庄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村庄从曾经的软弱落后村变成现在

的美丽新农村，并接连创下美丽乡

村精品村、金华市森林村

庄、浙江省卫生村。

面对这些成绩，不满

足现状的颜华臣又开始

动起了心思，拆除村里的

“ 低 小 散 ”厂 房 ，投 资

6000 多万元在原地建造

起一个全新的村级新型工业功能

区。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资金全

部由村民自筹。

随着小微园竣工日期的临近，

如何做好“招商”这一课题又摆在了

颜华臣面前。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企

业抛出橄榄枝，目前已有6家企业签

订了入驻协议。这些企业都是外向

型规上企业，为招商工作开了个好

头。

“小微园招商工作完成后，预

计能提供 600 多个就业岗位。届

时，不但可解决部分村民就业，同

时也会带动村里和周边村庄第三

产业发展。”颜华臣表示，接下来将

围绕营商环境做文章，当好入驻企

业的“店小二”，让入驻企业安心、

放心、舒心地在小微园里不断壮大

发展。

源头化解矛盾 建设和谐村庄
朱文哲

桥下东村
党支部书记

1971年出生
2003年入党

“ 只 有 每 天

到这里看看施工

情况，心里才踏

实，特别是近期

降 雨 频 繁 ，施 工 安 全 更 加 不 能 放

松。”在桥下东村金竹苑项目施工现

场，该村党支部书记朱文哲不厌其

烦叮嘱施工人员安全作业。他说，

不久的将来，将有 60 多位村民入住

该小区。

2008 年，朱文哲开始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一干就是 13 年。这些

年，他始终以优秀党员的标准践行

入党誓言。用他的话说，

既然走上了这个岗位，就

要 全 心 全 意 为 百 姓 谋 福

祉，为民办实事。

桥下东村是龙山镇政

府驻地，商铺众多、人口集

聚，但这几年村里几乎没

有发生一起诉讼案，还成功创建了

我市首个无讼村。“先治人再治村，

社会和谐才有村庄发展。”上任伊

始，朱文哲就为自己明确了工作方

向。

一直以来，在推进村庄治理的

过程中，朱文哲抓实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的“龙山经

验”，通过代表联络站和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联络

站平台，积极参与“红色

调解团”“今日我当值”

活动，化解村民矛盾纠

纷。

“我们村有两块‘金字招牌’，一

块是陈亮故里，一块是‘龙山经验’，

现在已成为推进村庄事业发展和凝

聚民心、汇聚民力的两驾马车。”朱

文哲语气里透着自豪。

其实，朱文哲在履职过程中，也

碰到过很多困惑，但他始终不气馁，

用自己的诚心真心去感化他人。比

如，在刚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工作时，少数村民不理解，甚

至把上门代收费用的朱文哲拒之门

外。面对此情此景，朱文哲不厌其

烦地为村民解读政策、分析利弊，甚

至自己掏钱为村民垫付费用。

“他为村里付出了很多，作为村

民我们有目共睹，也是幸运的。”朱

文哲始终坚守为民办实事、为民谋

福祉的初心，赢得了村民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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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故事

退伍不褪色 为民谋福祉
颜华臣

桥下南村
党支部副书记

1994年入党
1974年出生

龙山镇桥下东村是南宋思想家陈亮故里，“龙
山经验”的发源地。该村深挖陈亮文化精髓，在新
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将基层党
组织打造成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战斗堡垒。近
日，融媒记者走进桥下东村，全方位感受“龙山经
验”的实践给大美乡村建设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

位于桥下东村文教路北侧吉祥路东侧的

金竹苑工地上，施工队正在紧张地进行地下

室施工。而在位于状元街一侧的临溪苑工地

上，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金竹苑和临溪苑是桥下东村推出的农

房改造项目。其中，金竹苑为地上 12 层、地

下2层，临溪苑为4层加阁楼，两个项目总投

资 1 亿多元。朱文哲告诉记者，这两个项

目，一方面是帮助群众改善住房条件，另一

方面是为了破解一户多宅难题，为村庄后续

发展腾出空间。

其实，在项目谋划推进过程中，也曾有

部分村民不理解、不支持。其中，有一户村

民涉及项目征地，迟迟不肯签订协议，说是

要留给孙辈造房子。朱文哲多次上门做工

作，从情、理、法等多个角度出发，讲深讲透

农房改造政策，村民最终同意签订协议。“只

要政策讲明白，始终做到公平公正，老百姓

还是讲理的多。”朱文哲感慨道。

金竹苑和临溪苑项目，是桥下东村用村

集体资金撬动村民资金的一次大胆尝试。

其中，金竹苑项目用地，是村里通过国有土

地出让的方式取得，房子建好后可以进行交

易，从而让村民腾出多余的宅基地，解决村

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一户多宅问题。

“步子不迈大一点，永远只能落在别人

的后面。只要班子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再多的困难也能克服，再难的

事情也能办成。”谈及桥下东村未来的发展，

朱文哲显得信心满满。

“辣妈”值守洗衣房 收集民意调纠纷

一大早，桥下东村邻里驿站的洗衣房内

就热闹开来，不时传出欢声笑语。村民分散

在各个水池旁，一边搓洗衣服、清洗蔬菜，一

边聊着家长里短、生活琐事，房顶悬挂的诗

意标语“春风十里，不如笑靥如花浣洗的你”

显得异常醒目。

邻里驿站不仅为村民洗衣服提供便利，

它还是村里的“辣妈”调解代办工作站、村民

聊天室、纠纷调解站，具备平安宣传“进万

家”、矛盾调解“筑和谐”、垃圾分类“促环

保”、环境整治“美家园”、民情代办“解民忧”

等多项功能。

桥下东村妇联主席卢美红是洗衣房的

“房长”，同时也是“辣妈”调解代办工作站的

成员。“大家聚在一起闲暇聊天，很多邻里间

的小矛盾、小摩擦、小纠纷会不经意间暴露

出来。”卢美红说，每天安排“辣妈团”成员到

洗衣房值守，除了维护现场秩序外，最主要

的目的就是收集民情民意，化解群众的矛盾

纠纷。

有一次，“辣妈团”在洗衣房执勤时，通

过与村民闲聊得知，林某与周某因房前屋后

通道杂物堆放问题产生矛盾。知晓此事后，

“辣妈团”马上来到林某与周某家中当面了

解情况，耐心沟通劝说，从邻里关系的维护，

到安全隐患的消除，最终双方同意清理通道

杂物，握手言和，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这种形式能够有效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一边洗衣服，一边宣传政策，还可以当场化解

一些小矛盾。”卢美红说，随着村民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融洽，如今需要“辣妈团”出面调解

的纠纷已经越来越少，“辣妈团”可以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宣传政策、民情代办等方面。

职能部门功能前移 村民矛盾就地化解

作为“龙山经验”的发源地之一，桥下东

村创新打造的“辣妈”调解代办工作站，正是

“龙山经验”的拓展延伸，也是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的重要“一元”。

桥下东村地处龙山镇政府驻地，现有

700多户1700多人口，再加上与本地人口数

量相当的外来人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口

大村，管理难度可想而知。遇到矛盾纠纷如

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妥善化解，成为摆在村

两委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桥下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

文哲清楚地记得，当年与龙山法庭合力化

解的一起集体纠纷成为突破口。当时，村

里要将老人协会借出的一大笔资金收回，

但由于涉及的借款人较多，成效甚微。为

此，村两委曾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时，

朱文哲想到自己与龙山法庭法官熟识，何

不试试请法官出面调解。没想到，经过法

官的现身说法和现场调解，再加上村两委

一直反复做工作，大部分借款人及时偿还

了资金。

尝到了“甜头”后，再遇到需要借助外力

调处的矛盾纠纷，村里都会向相关部门“求

援”，这也成为“龙山经验”的萌芽形态之

一。“我们做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经

验，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在朱文哲看来，“龙

山经验”归结起来很简单，就是党委领导、职

能部门功能前移。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如今，随着“龙山经验”的深入推广，桥

下东村需要借助外力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

并先后获得浙江省民主法治村、金华市民主

法治村等荣誉称号。

而在加强基层治理方面，朱文哲有着自

己的一套“管理哲学”。

“权力下放，责任到人，一级管一级，一

级对一级负责。”朱文哲介绍，村里现有 56

名村民代表，每名村民代表都是网格员，网

格员向下对自己的联系户负责，向上对分管

的村两委成员负责，“村民代表都是村民自

己选出来的，在村民中具有一定的威信，只

要把村民代表队伍管理好了，村里的大小事

都顺了。”

通过层级管理，村两委心齐气顺、干劲

十足，一心扑在村庄发展上。

加快推进农房改造 破解一户多宅难题

大型融媒新闻采访行动大型融媒新闻采访行动（（十一十一））

15本会议记录簿承载村庄变迁

在朱文哲的办公桌上，记者翻开了一本厚厚的

会议记录簿，里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每次会议的时

间、主题、内容等。透过这些会议记录中的一笔一

画，可以看到桥下东村这几年的发展变化，也看到了

该村党员干部务实作为、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

金竹苑是该村农房改造项目之一。记者在会

议记录簿上找到了有关金竹苑的“行踪”：2020年12

月15日完成项目招标，2021年1月13日完成监理公

司招标⋯⋯朱文哲说，项目开工前，村里召开了多

次会议，进行了多方研判，确保了项目零障碍施工。

自 2008 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朱文哲就

把每年的会议记录簿收藏起来，目前足足有 15

本。朱文哲说，2015 年以前村里会议不多，因此

会议记录簿里面的内容较单薄，但随着机制不断

健全、对村务财务透明度要求不断提高，记录内容

也逐渐丰满起来。

朱文哲说，村里的每项重点工作基本上都要经

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会议才会正式开展。第一次

会议主要是向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并要求与会人员

会后结合会议内容进行调研、思考。第二次会议就

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并制定相关措施，达

成统一共识。倘若碰到意见分歧大的情况，还会召

开第三次，甚至第四次会议。“金竹苑工程，就开了大

大小小的会议不下五次。”朱文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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