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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规矩带来好乡风
——北苏闸村看小康（上）

北苏闸村，衡水市桃城区东部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

这个村有个村史馆，里面展示着村子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翻翻村史馆里的资料、物件，看看村里

人的生活，从这个样本中可以发现河北农村奔向小康的方方面面。

村民们说，如今的好生活离不开村里的一套好办法——就像一道“闸”，把财务管住、把制度筑牢、把

人心聚拢。这道闸，让村子成了全国文明村镇，更让村民感觉生活透亮透亮的，舒心又从容。

50 多年没有发生过一
起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
50 多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干
群矛盾……正是凭着廉洁干
事、公正公开的行事作风，北
苏闸村干部群众多年来干群
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德谋发
展 ，实 现 了 共 同 奔 小 康 的
目标。

在翻看北苏闸村村史馆
内 50 多年来的账目过程中，
记者吃惊地发现，虽然小到几
元钱花费、大到几十万元的支
出都无一遗漏记录在册，但在
这些账目中，却没有任何一项
用工支出。

原来，50多年来，北苏闸
村在修路、挖渠、建校等工程
建设中，凡是村民自己动手能
干的活，都是由群众自愿出义
务工完成。

例如，2003 年北苏闸村
要修建农田排水渠，工程量很
大，由于当时村里不富裕，经
过全体村民商议，决定自己动
手，每家分包一段。拿尺子一
量，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安双
山和村委班子成员的任务量，
比普通村民不少半分，而且他们带着头干，排
水渠很快就投入了使用。

正是由于该村从账目入手，完善治理，让
干部清白，让村民们信服，进而把全村百姓拧
成一股绳、团结在一起，甘愿义务为村里作贡
献，帮村里谋发展，形成全村和和美美的良好
氛围。

做好农村基层治理，要善于倾听群众呼
声，维护群众利益。多年来，北苏闸村在坚
持每年两次村民议政日活动的基础上，每月
开一次村民小组长会，每季开一次村民代表
会，每半年开一次村民全体会，并且40多年
坚持村干部轮流坐班不间断，随时听取群众
对村里的工作意见和建议。通过畅通干群
互动渠道，村班子把群众中分散的意见集中
为系统意见，使各项决策有了广泛群众
基础。

例如，在2016年的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
作中，北苏闸村两委班子不搞面子工程，不实
行一刀切，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涉及的
11项改造提升工程严格按照“五议两审三公
开”流程进行，接受群众咨询和监督。

群众基础有了，工作开展就顺了。远
在北京工作的苏保国，听到家乡提升改造
的消息后，专程回老家拆除了自家危房，并
无偿把房基贡献出来，改造成群众休闲娱
乐的绿地。

从北苏闸村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只要
把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搭
建多方参与治理的平台和渠道，就能团结
村民们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谱写更加
和谐美好的小康生活。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焦 磊

“苏会计，昨天晚上咱们村南边那口
井的水管接头快坏了，我带人去看了看，
没大毛病，换个新的，14块钱，你记上。”

“没问题，我先写上，到时候你把买
东西的收据给我拿过来。”

6月22日，衡水桃城区北苏闸村村委
会办公室内，村委会会计苏秀山正在和
村委委员苏长青核对村里燃气改造电话
名单，一位村民代表打来的电话打断了
他手头的工作。

“刚才念到哪儿了？接着对吧。”简
短的通话完毕，苏长青催促苏秀山。

“不行，我得先记上，免得一会儿忘
了或者记错。”苏秀山忙不迭放下手头的
名单，起身来到隔壁屋，掏出钥匙，打开
一把上了锁的抽屉，拿出村里的议事决
策记录本，翻到最新一页，将刚才电话里
的支出情况记录在册。

“别看就 14块钱，就是 1块钱也马虎
不得，这么多年形成的习惯，每笔账必须
清清楚楚，不然没法跟村里还有乡亲们
交待！”苏秀山一边记一边说。

记者拿过苏秀山手中的记录本，虽
然 2020 年还没过半，一指厚的本子已经

用掉了一半。黄色的牛皮纸封面也已磨
损破旧。

翻开记录本，每月不定期召开的村
两委及村民代表会议内容都被详细记
录。在 2020 年 6 月 1 日村两委会议记录
中，记者看到以下几段内容：

1.关于报账
环境卫生、种树、防疫、值班零项

104605元
90亩种树机械费 13900元
浇树电费 3750元
共计122255元，经审议同意支取
2.关于低保户李大木大病救助，经会

议研究，符合救助条件，同意办理救助。
……
会议记录最后，是英立勤、安玉龙、

安广林、王会英等十几位参会代表的
签名。

记者发现，几乎在每次村民代表会
议中，对钱的记录和审核，都是会议记录
中最详细的内容。

“村里虽然大事儿不多，但每
件都关系村民们的切身利益，好
多事儿想干好，归根到底还
是管好钱。”村党支部书记安
永吉介绍，村里从没实行过财
务“一支笔”，村党支部书记不碰
钱，所有财务收支无论数额大小，必须
留底，而且都要上会讨论，由经办人、会
计、理财小组成员、村委会主任四方共同
签字后，再由会计到乡里入账报销。

“会计和村民代表们就像一道闸，把
财务管住，该花的钱开闸放过，不该花的
坚决闭闸关住。”安永吉笑着说。

“我在村里当会计21年了，从我当会
计第一天就是这样记录的，我当会计之
前也一直是这样。不信的话，我领你去
看看我们村史馆。”苏秀山边说，边带着
记者往外走。

走出村委会大门，仅一路之隔，是一
座红门灰砖、造型古朴的仿古建筑。这，
便是北苏闸村村史馆。

走进村史馆，一座“闸”字造型的木
框玻璃柜首先吸引了记者的眼球。苏秀
山说，这座玻璃柜里面存放着北苏闸村
自 1965 年至 2014 年的 24 卷账目报表和
78卷票据账本。

记者随手拿起一本账目翻看，一张
张泛黄的账目收支清单中，小到几分钱
的铅笔，大到数十万元的项目，全都记录
在册，却没有任何一笔招待费。

“我们村 55 年来的每笔花销都有账
可查，前50年的都在这儿，最近5年的在
苏会计那儿。55 年来，村支部书记换了
好多位，村会计这道‘闸’却只换了 3 个
人。不夸张地说，我们村的明白账，记了
55年。”安永吉说。

6月23日，北苏闸村村民活动中心广
场东侧，长达20多米的村务公开栏前，几
名村民正在驻足观看。公开栏上，详细
记录着上个月村里财务收支以及村里工
作的各项情况。

“上面的每项内容，都是我根据上个
月村两委及村民代表会议记录里的内
容，一个字一个字誊写上去的。老百姓
对村里的事儿有什么想法，公开栏前转
一转就能了解。”苏秀山说。

“群众关注什么，就公开什么。”安永
吉告诉记者，凡是村里的重大事项和群
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全部向村民公开，包
括财务开支、土地经营、种粮减免、退耕
还林、合作医疗等各项工作，每项公开内
容都由村民代表把关，并让他们全程参
与公开的具体操作，公开透明地运作。

除了公开栏，每户北苏闸村村民每
月还会收到一张“财务收支明白纸”，清

楚写着村里上个月的收支情况，谁不明
白，可以随时到村委会查询。

“从老书记制订村务公开制度以来，
这么多年我们实现了村务零投诉，这不
就是公开的力量吗？”安永吉颇感自豪。

安永吉口中的老书记，是曾任北苏
闸村村主任、村支部书记 30 多年之久的
安双山。

生于 1943 年的安双山，是土生土长
的北苏闸人。1965 年，由于工作能力突
出，年轻的安双山当选村大队长（村委会
主任）。

“在我们村附近，曾经流淌着一条名
为‘朱家河’的古运河，河上有一南一北
两个水闸。我们村苏姓多，位置又在运
河北侧闸口附近，故而得名北苏闸村。

虽然后来河流以及水闸都不复存在，但
闸这个字却在村民心里有不一样的亲切
感。”安永吉介绍。

正因如此，刚刚当选村主任的安双
山首先想到的也是闸字。1965 年，安双
山在一次班子会上，提出了要建立一道
闸，一道管住村集体财物的闸，一道可以
赢得村民信任的闸。

在安双山看来，会计是这道闸的关
键。但用好这道闸，绝不只是会计一个
人的事儿，只有建立村务、财务公开制
度，闸才能更加长久、更加牢固。

按照这一思路，从1965年，北苏闸村
就开始实行村务公开。“那时没有电脑和
复印机，每个季度，会计就把账目抄在一
张大红纸上，让全村人看，3天内谁有疑问

都可以找会计问个明白，会计如果说不明
白，这笔钱只能自己出。”苏秀山介绍。

财务公开的力量有多大，从一件小
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上世纪 90 年代初
的一天，村里第二任会计苏文才正在经
手一笔钱款，正好赶上供销社送一批紧
俏的化肥下乡，苏文才的爱人急着买化
肥，手头刚好差 5 块钱，回家拿怕买不上
了，就直接跑到大队部来找苏文才借。
还没听老婆说完，苏文才就给硬生生地
顶了回去：“我管的钱是集体的，不是个
人的，一个钢镚也不能外借。”

如今，在保留原有的账目张榜制度
的基础上，北苏闸村又推出了“36 本账”
的新举措。村委会每年都会把账目复
印 36 份，发到 36 名村民代表手里，再由
村民代表交给村民传阅，账本不再收
回，村民什么时候发现问题，都可以向
会计质询。

在几天的采访中，一件不起眼的小
事让记者印象深刻：无论村干部带着记
者去谁家采访，从来不用提前打招呼，常
常是推门就进，进门就聊。村风民风之
淳朴、干群关系之融洽，让人颇感意外。

“我从来不锁门，谁找我就直接进门
喊，想吃我家黄
瓜 随 手 可

以摘着吃。这么多年，村里就没发生过
盗抢案件，都是乡里乡亲的，放心！”村民
苏保国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我们村的村民关系、社会风气一直
特别好，也因此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评为了第四届‘全国文明
村镇’。”安永吉自豪地说。

在安永吉看来，这些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已经深

入 每 个 村 民 心 中 的 那
道闸。

“如果说老书记
最早提出的闸主要
用在财务管理、村务
公开上，到现在，北
苏闸村所有的事都
可以加上一个闸，这
个闸就是要让全村百

姓自己来立，做到人

人心中有道闸。”安永吉说。
安永吉告诉记者，无论是当年的宅

基地发放、出义务工，还是现在的计划生
育、集资建校、缴纳承包费、村庄规划等
群众关心的事，村委会全部与村民商量，
由村民选出专门的小组负责落实，同时
形成文字记录备查。一个规矩一旦立
下，就形成了一道闸，未经全村人同意，
任何人不能随便开启，更不能打破。

“就拿农村一直让人比较头疼的红
白事大操大办来说吧。近些年，农民都
逐渐富裕了，红白事大操大办情况有所
冒头。为此，村里专门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并制定了红白事简办的规矩。”安永
吉介绍。

前两年有一户村民，觉得老人上半
辈子过得不容易，在老人去世之后准备

“大动白”，也就是常说的“披麻戴孝”。
当时，成匹的白布已经买好了，吹唱班子
也请来了，没想到唢呐刚一响，就被村干
部叫停了，吹唱班子也被请出了村子。
但他并没有因此记恨村干部，反而觉得
不好意思。

如今，和北苏闸村的老人们谈及此
事，他们都对红白事简办的理念津津乐

道：孩子们的孝心咱领了，村里管得严，
孩子也不用碍于面子破费了，好事儿啊！

而且，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北苏闸
村民也受到感召。

2015 年重阳节前夕，在外工作多年
的北苏闸村民安永杰和苏正请儿时的伙
伴聚会，一壶酒下肚，大伙感慨很多，“咱
们村的老人们一辈子吃苦受累，给村里
作了很多贡献，咱现在条件好了，应该好
好孝敬他们。”安永杰的这个提议，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

这一年的 10 月 1 日，在苏正的组织
下，大家聚到村委会。苏正第一个捐款，
捐了1万元。“第一年，一共14个人，大家
捐了3万多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苏正
仍然很激动。

有了钱，怎么用？“村里有 34位 80岁
以上的老人，咱每个月给老人发 50 元养
老金，春节再给他们送年货。”安永吉的提
议得到大家一致响应。就这样，北苏闸村
敬老基金会正式成立。如今，尊老孝老的
风气在村里蔚然成风，“敬老基金”的参与
人数从当年的14人增加到39人。

“管理有了章法，干部可以清清白白，
群众可以清清楚楚；陋习可以连根拔起，
新规可以蔚然成风。”安永吉说，北苏闸村
干部群众，正用他们的淳朴善良和正直无
私，打造出一个现代农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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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明白账

▲北苏闸村村口的牌坊。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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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都公开

人人守规矩

◀北苏闸村村史馆内
的“闸”字柜，里面装载着

北苏闸村 1965 年至 2014
年的账目及档案材料。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上接第一版）
省应急管理厅整合省市间防办、气象、水

利、应急部门视频会商系统和监测预报系统，
建立起信息化应急指挥体系。全省1054座水
库、529 处堤防险工险段、13 处蓄滞洪区、1.1
万个受山洪灾害影响村，落实各类防汛责任
人 3.7 万人，开展巡查防护。以水库、河道堤
防、山洪灾害易发区、蓄滞洪区、城市低洼地
带为重点，开展了四轮次隐患排查，对发现的
2318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举行了大清河流
域超标洪水综合性实战演练，对各级防汛人
员进行了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全省专储
防汛物资 70 个品种、价值 3.9 亿元，号备大型
专用装备价值 1.56 亿元、运输车辆 180 余辆。
在大中型水库、重点堤防、闸涵枢纽等部位预

置了常用抢险物资，在白洋淀预置大型排涝
泵车、大型挖掘机等设备和 2000 余万元省级
物资，在建工地和重点区域全部设置排涝设
备，并落实抢险人员1万余人。

近日，石家庄市举行防洪抢险应急救援
演练，进一步完善应急指挥体系、提升全市超
标准洪水应对能力和水平。为确保水库安
全，石家庄市落实了 239 座水库的行政领导、
技术人员和巡查值守人员。对水库、河道、山
洪灾害易发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边查边改，
确保安全度汛。严格落实山洪灾害防御责任
制，实行县、乡、村三级领导包防包联，60个山
洪灾害重点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手摇警报
器、铜锣等预警设施设备。

7月13日，保定市与雄安新区举行联合防

汛工作推进会，强调始终盯住山区、主城区以
及村庄、河道、水库、堤坝、尾矿库、旅游景区
等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做到预警
要早、预案要细、物资要足。各级党委和政府
迅速落实战时措施，全面建立战时机制，在落
实三级防汛行政责任人和村级责任人、预警
责任人、转移责任人的基础上，该市还组建了
86支5057人的专业和行业防汛抢险队伍、297
支 87221 人的群众性抢险队伍以及 3069人的
武警、消防、预备役抢险队伍。

雄安新区防洪基础薄弱，同时正处于大
规模建设阶段。为确保千年大计汛期安全、
白洋淀生态安全，新区严格落实防洪安全标
准，加速有序推进防洪治理工程，为新区建设
发展构筑安全屏障。在防洪治理工程中，重

点加强防洪堤不同工段的衔接点以及与高速
公路、铁路交叉点等风险点的应急抢险准备，
确保起步区建设工地万无一失。加强排水防
涝设施建设，加强对县城易涝点排查整治，不
断提升城市整体防涝能力，确保排水防涝
安全。

随着主汛期到来，张家口市强化群测群
防体系，积极进行群测群防设备检修，更新修
复预警广播 792个、简易雨量站 649个。对小
水库和受洪水威胁村庄配备了1128部卫星电
话。积极开展培训演练，目前已举办山洪防
御培训 81 场次，培训 2786 人次。完成了 952
个村的避险转移演练，确保群众熟悉预警信
号、转移路线和地点。

3月下旬开始，献县组成由工程技术人员

和工程管理人员参加的汛前检查小组，对全
县重点水利工程设施、堤防进行全面检查，对
子牙新河、滏阳新河、滹沱河17处险工险段进
行了除险加固，对滏阳新河杨庄涵洞、滹沱河
北大堤李谢和万家寨涵洞进行了检修，确保
启闭灵活。完善了《献县蓄滞洪区运用预
案》，确保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入汛以来，东武仕水库管理处根据上游
来水和下游河道情况，完善岗位责任制，修订
完善预案，开展工程检查，储备防汛物料，安
装调试洪水调度系统，开展军地联合演练，强
化汛期应急值守等，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
作。同时，逐步加大水库下泄流量，保证了水
库水位平稳有序回落至汛限水位，腾出有效
库容，为备战主汛期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