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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
“龙山

经验”人大
代 表 联 络 站 充 分
发 挥 人 大 代 表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的 优
势，想方设法让更
多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在基层，是“龙山
经验”在破解“执
行难”中的一大成
功创举。

“龙山经验”创出破解“执行难”路径
12 月 22 日，东城街道人大代表联络

站内，云南镇雄籍务工人员袁某友在和

解协议书上摁下红手印时，连声对参与

调解的章旭升等人大代表说“谢谢你

们，谢谢永康”，因为市领导帮他弟弟袁

某权“讨”回了 12 万元工伤赔偿执行款，

终于在 2021 开年之际解开了萦绕在袁

家人心头长达 8 年的死结。（详见本报
12 月 26 日第 1 版报道）

“执行难”一度是社会之痛、诚信之

疾，不但影响着人民法院司法权威，也

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极为关

注的热点问题。即便对被执行人采取

“限制高消费”等措施，但如果他死“赖”

到底，那对受损当事人来说，也是极其

无奈的。就像袁某权的工伤赔偿金一

拖就是 8 年之久，如果不是市委书记章

旭升以人大代表身份，和多位各级人大

代表及市法院院长一道帮忙，袁某权不

能这么快拿到这笔钱。

如果法院的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对

法律和社会的伤害必定是很大的。它

不仅造成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失

和精神损害，同时也损害了权力机关的

尊严和公信力，甚至可能引发恶性暴力

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法院执行

工作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

会问题，破解“执行难”必须多管齐下、

多种手段，更需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由市人大常委会和法院联合设立

的“龙山经验”人大代表联络站，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与法

官等案件承办人一起开展调解，想方设

法让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同时给

予当事人以更多人性化关怀，是“龙山

经验”在破解“执行难”中的一大成功创

举，也让“龙山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得以

深化和提升。

毋庸讳言，类似袁某权这样赔偿金

不能兑现到位的积案还有不少。基于

这样的现实认知，作为平安建设十四连

冠的永康就更有责任与担当，为维护法

律的尊严与权威、社会的稳定与平安，

为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幸福安

宁生活，先人一步在关乎民生的平安工

作上多有建树、多传佳音，在创建“大平

安”中走出一条富有永康特色、永康经

验的平安新路径。

“龙山经验”既是全面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对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永康人一直

致力于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

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

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从专业、精准、多

元化解纠纷和矛盾的“老叶调解工作

室”，到已成为常态的人大代表和法官

一起调解纠纷。“龙山经验”的效应正在

不断放大并延伸，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为我市平安建设赢得最广

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有了

这个基础，我们的社会就能长治久安，

无论新老永康人，所有人都能安居乐

业。这便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的全体永康人之福，便是一切为

了人民的最好注解。

“

“平安大会战”众志成城气势如虹
平安与健康原理相同，没有前面

的 1，后面再多的 0 也是 0。“一月一镇

平安大会战”是我市今年社会治理举

措的创新亮点。自 4 月份启动以来，

市域警情、火灾数量大幅“双降”，分

别达 15.2%和 44.4%，安全生产事故同

比下降 60%。一场场众志成城、气势

如虹的“平安大会战”，是改革发展的

前提，也是人民幸福的需求，更是品

质活力永康的基石。（详见本报 12 月

26 日第 3 版报道）

治大国如烹小鲜，基层治理则“色

香味”都要调和。如果社会治理跟不

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

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

以为继，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

不可否认，当前我市不和谐的因素还

未完全消除。我市以“一月一镇平安

大会战”为载体，消除了许多不和谐

因素，让永葆安康真正成为永康的代

名词，也让人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安全感。

“ 平 安 大 会 战 ”众 志 成 城 气 势 如

虹，首先是因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

打出了声威、战出了成效。“平安大会

战”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经

济开发区动员每一名党员参与社会治

安大防控、扫黑除恶大攻坚、矛盾纠

纷 大 化 解 ，大 会 战 的 阵 线 越 来 越 稳

固。东城街道在原有 6 名专职网格员

基础上，增添 34 名楼道长及 28 名店铺

小组长，细化区域，分片联系居民、商

户，赢得广大居民一致好评。只有创

新平安建设、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

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最广

参与者、最终评判者，才能为平安大

会战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 平 安 大 会 战 ”众 志 成 城 气 势 如

虹 ，关 键 在 于 深 入 推 进 基 层 治 理 创

新，凝聚起平安永康的磅礴力量。我

市创新试行“1+3+N”调解机制，建立

了 1 个 矛 盾 调 解 中 心 、3 个 流 动 调 解

站，完善 N 个村企人民调解委员会。

社 会 治 理 的 重 心 在 基 层 ，难 点 在 基

层，活力也在基层。“龙山经验”和团

市委“亲青老娘舅”都较好地将刚性

和柔性、治身和治心相统一，将隐患

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 平 安 大 会 战 ”众 志 成 城 气 势 如

虹，还需要深刻理解“法治是平安基

石”，依法治市任重而道远。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平安大会战”为解决

“老大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

遇。相信认真调查、深入分析、妥善

解决，始终不忘法治在维护稳定中的

重 要 作 用 ，摒 弃“ 用 钱 买 平 安 ”的 思

想，既要依法依规守牢底线，又要结

合历史原因、当地实际，对不合理的

诉求解释到位，必将能解决更多“老

大难”问题。

“平安大会战”是一次彻底的全民

动员，一场务必追求全胜的战役，一

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实现公平正义

的 价 值 追 求 。 2020 年 过 去 了 ，“ 平 安

大会战”没有句号。为平安而战，永

远在路上。

以“一
月 一 镇 平

安 大 会 战 ”为 载
体，我市消除了许
多不和谐因素，让
永 葆 安 康 真 正 成
为永康的代名词，
也 让 人 民 享 受 到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安
全感。

□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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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河长”凸显了公民主人翁责任

古 山
镇“民间河

长”是对“五水共
治”河长制的再深
化 。 它 将 政 府 治
水 和 民 间 治 水 的
力量合二为一，形
成 了 更 加 全 面 的
覆盖机制，为生态
文 明 建 设 导 入 了
一支生力军。

日前，在古山镇召开的 2020 年河长

履职报告会上，该镇在全市率先推出“民

间河长”机制，向16名“民间河长”颁发聘

用书，形成村级河长与“民间河长”“双河

长制”的管水模式，真正做到守河有责、

守河担责、守河尽责。（详见本报 12 月 25

日第 9 版报道）

河长制发源于浙江，是在浙江“五水

共治”战役催生出来的，其做法已经为全

国多地所借鉴，可见对水域治理和维护

是发挥实际效用的。河长制无疑是一种

制度创新，现在古山镇又推出了“民间河

长”，则是这一创新制度的再深化。“双河

长制”实际上是将政府治水和民间治水

的力量合二为一，形成更加全面的覆盖

机制。古山镇“民间河长”的推出，是为

生态文明建设导入了一支生力军。

水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水治理的效果如何、有没有到位，人

民群众最有发言权。群众满意与否，群

众的管理监督必不可少。古山镇“民间

河长制”的推出，呼应了人们对蓝天碧水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顺应民心、激发“全

民治水”的良策。

当前，各级“河长制”已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行，为治水护水构建起了强有

力的领导责任体系，但因为是兼职，往往

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与“官员河长”相

比，“民间河长”更接地气，主要作用体现

在对河流治理效果的监督、环境保护宣

传以及调动民间环保力量参与等方面。

引入民间力量，可以弥补不足，让生态治

理更加高效。

首先，民间河长往往由本地居民担

任，他们熟悉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风土人

情，可以更便利地充当环保监督者。巡

查中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向有关

部门反映。这样的身份也能让他们成为

政府和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及时传递

百姓呼声和要求，及时沟通信息、建言献

策等。

其次，“民间河长”大都由有责任、有

担当的人士组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

爱公益、热爱环保，在百姓中有良好口

碑，敢于斗争，公信力强，有影响力和号

召力。获聘后，无疑使他们倍增光荣感

和使命感。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充分发

挥他们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前提是

调动积极性和保护性。这就要求相关职

能部门，畅通“民间河长”的信息渠道，他

们的意见或建设有人负责倾听，有人负

责抓好落实；履职过程中，遭遇委屈或打

击报复有人给撑腰，主张正义。如此，

“民间河长”身上的原动力就不会被破

坏，并源源不断输出正能量。

推出“民间河长制”，是群众观念的

体现。河流有什么问题，哪一段河流需

要重点整治，群众往往感受最深，最有发

言权。群众有智慧，群众有力量，让群众

参与治水护水要有“领头羊”，而“民间河

水”就是最好的“领头羊”。我们能不能

干大事，说到底是懂不懂做群众工作、会

不会依靠群众力量的问题。如果不具备

这一能力，就汇聚不起蓬勃向上的力量，

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工作，我们的事业

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