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干城子”到“甘城子”的蝶变
探访“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甘城子村

本报记者●郭惠心●查高如哈

“通过智能化平台参与治安防范，形成沙
坡头区、镇、村三级指挥系统，实现了‘地面有
网格、空中有监控’的良好治安防控格局。”日
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
镇社会治理中心，沙坡头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张赞军带着当地70多名乡村干部观摩学习
迎水桥镇乡村治理经验。

一直以来，沙坡头区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水平为支撑点，以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为切入
点，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落脚点，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安建设工作，被
自治区被评为2017年至2020年度平安宁夏建
设示范区。

百姓有了“讨说法”的地方
走进迎水桥镇社会治理中心，信访接待、

法律咨询、司法调解、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窗
口一一映入眼帘。此时，司法调解室内，一名
妇女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向调解员诉说着。

今年5月，赵女士和丈夫王先生因孩子教
育问题产生分歧，双方发生激烈争吵，赵女士

一气之下离家外出。半个月后，赵女士回家却
发现丈夫更换了门锁，不但不让她进家门，还
不准她见儿子，赵女士便提出离婚。听闻妻子
要离婚，王先生赶忙来到迎水桥镇社会治理中
心求助。

8月12日，接到王先生求助后，调解员把
双方约到社会治理中心，经过耐心劝解疏导
后，双方都认识到各自错误，并获得对方的理
解，两人重归于好。

“为了方便老百姓有个专门‘讨说法’的
地方，迎水桥镇打造了588平方米的集便民服
务、综治信访、人民调解、戒毒服务、‘两代表
一委员’联合接待等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中
心。”迎水桥镇社会治理中心主任牛金岐说，
该中心实行“统一受理、分流办理、归口处理、
闭环管理”模式，通过“一体办”窗口兜底式受
理，集中分流办理，社会治理中心高效运行。
另外，该中心通过构建统一平台，创新治理机
制，构筑社会治理智慧大脑，逐步形成“一核
心一张网一中心五机制三智慧”多网统合的
新模式，从根本上推动了辖区社会治理能力

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全镇连续5年法治环
境稳定。

据了解，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将平安建设工
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与其他各项工作同布
置、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开展入户走访，
全面细致地排查风险源，及时对本镇各种矛盾
纠纷进行深入地排查摸底，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

“小网格”托起“大平安”
“找到了，谢谢民警，太感谢了！”沙坡头区

滨河镇居民刘某紧紧握着民警手激动地说。
日前，刘老汉吃晚饭时，因锁事与儿子刘

某拌嘴，怄气离家出走了。由于刘老汉年过八
旬，平日记性不好，说话又含糊不清，一直到晚
上十点没回家。刘某到中卫市公安局滨河派
出所向值班所长马英才说明了情况，马英才立
即把走失人信息发布网格员、村居干部、社区
警务民警，不到一小时便帮助家属找到了刘
父。

“按照‘利于服务和管理、利于处置和增援

’原则，我们建立了乡镇干部、村居网格员、社
区民警三级社情民意微信工作群。”马英才说，
三级社情民意微信工作群的建立实现了“警情
信息迅速直达，接到指令及时处警，纠纷化解
在基层”的警务工作新格局。

让城市更安全、群众更安心是沙坡头区平
安建设的目标。近年来，沙坡头区高度重视平
安建设工作，把“保一方平安、促一方稳定”作
为党政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区委书记和区长任

“双组长”的平安建设协调小组，健全完善“主
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责任体系，系统性谋划研究制定
了《“十四五”平安沙坡头区建设规划》《平安沙
坡头区建设重点工作推进提升方案》等文件，
敲定推进平安建设的“任务书”“路线图”“时间
表”。

据张赞军介绍，在平安建设创建中，沙坡
头区坚持“防、打、治、督”举措，以深化网格化
服务管理为抓手，加强综合治理，加大普法宣
传和矛盾纠纷化解，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法治意
识，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宁夏沙坡头区:“小网格”托起“大平安”
本报记者●郭惠心●查高如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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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谱写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新篇章

走进甘城子村六旬老人张秀梅家的果园
里，张秀梅与儿媳妇正在打理果园。青色的苹
果挂满枝头，熟透的李子压弯了树枝，果树下，
4200多只果园鸡正溜达着觅食。闲余时间，张
秀梅讲起了她的“致富经”。

1985年的夏天，张秀梅从陕西举家搬迁到
这里。“当时这里一片荒滩，连个树影子都没有，
刮风的时候，黄沙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房子也
没有，在邻居的帮助下，盖了两间土坯房，两个
儿子一到晚上就是哭，日子过的真叫苦……”张
秀梅谈起往昔岁月，仍心有余悸。

再难再苦的日子总会过去。“党的政策好，
银行也能贷上款。这些年，我们种树、养鸡……
一年纯收入就几十万元，儿子儿媳妇也不再出
去打工了，回到家中打理自己的果园。”说到这
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

像张秀梅这样的家庭，甘城子村有30多
户。

2021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4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20800元，2022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68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00元，村
党支部被评为“四星级”党支部，甘城子村被评

为青铜峡市“无访村”“无诈村”“无毒村”。
20世纪80年代，全国九省十八县农民自

主迁居到这里，甘城子村应运而生。当时群众
称呼这里“干城子村，”因为当时这片土地一片
荒芜。

甘城子村辖区面积8.2平方公里，共340
户1705人，2021年被自治区确定为省级领导
包抓帮扶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
村。2022年甘城子村获评第九批“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得益于村党支部将民主法治贯彻
基层社会治理始终，让老百姓成为法治乡村建
设的主角。

模范带动
走出法治护航乡村振兴示范路

走进甘城子村民法典主题公园，一些村民
正在驻足观看。一圈走下来，民法典怎样维护
公民的一生权益尽收眼底。“每天到这里看看，
能学到不少的法律常识，真是太有帮助了。”一
位老人对记者说。

“村里的法律明白人经常到我们家中讲解
法律知识，讲解移风易俗，近几年，我们村好几
家姑娘出嫁都是不收彩礼的……”村民说。

2022年4月11日，村民史某某被朱某某雇

佣到银川市灵武市梧桐树镇做防洪护坡工程，
在砌护石基的过程中史某某右脚不小心被石
头砸伤，后被送到青铜峡市人民医院门诊治
疗，经医生诊断为右足第三趾骨第三节骨折，
共花去医疗费1600多元，双方就医疗费发生
争执。

邵岗镇甘城子调委会介入后，法律明白
人、人民调解员等找到相关当事人、目击证人
核实情况，确认史某某右足受伤是在工作期间
所导致。了解情况后，甘城子村人民调解委员
会立即召集史某某和朱某某进行调解。在调
委会的多次调解下，二人终于达成一致协议，
朱某某同意一次性支付史某某各项费用共计
3000元，一起纠纷彻底化解。

甘城子村将“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纳入
全村法治建设重要内容，与乡村振兴和法治乡
村建设有机融合、扎实推进，真正培养一支来
自群众、服务群众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队伍。

目前，该村共有“法律明白人”75人，法律
明白人骨干5人，常态化开展农村“道德讲堂”

“ 法 治 讲 堂 ”“ 幸 福 家 庭 课 堂 ”等 活 动 。
2022年以来，共参与调处矛盾纠纷30件，协调
司法所、法律顾问等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40余
人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20余万元。

产业发展
描绘“三美融合”乡村振兴新图景

近年来，甘城子村党支部深化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作用，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走出了“三美融合”发展新图
景。

甘城子苹果素有“中国富硒好苹果”之
名，但近几年，随着树龄老化、品种退化、管理
弱化，苹果产业效益逐年下滑。为让这一传
统产业焕发生机，甘城子村党支部按照“扩规
模、提标准、延链条、增效益”工作思路，集中
力量打造优势特色苹果产业集群，推动特色
农业融合发展。

同时，邵岗镇以甘城子村为中心，辐射带
动大沟村、玉西村产业一体发展、项目一体谋
划，整合资源实施集中养殖园区建设、青年鸡
养殖、老果园改造、农贸市场建设、果品包装
等 8 个产业项目，推动甘城子地区产业全面
提档升级。

“通过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这里的
环境更加优美，法治氛围更加浓厚，民主自治
更加有效，村级法治化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
提升。”青铜峡市邵岗镇甘城子村党支部书记
刘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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