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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一盒200毫克的艾

曲泊帕乙醇胺片，压得黄伟喘不过气来。

这种用于治疗血小板减少的进口小药

片，是黄伟父亲每天必服的救命药。每月吃

三盒，每盒售价6000元左右。

“尽管已经纳入医保，但原先我要去杭

州才能配到，回来也报销不了。”这位中年人

颇为感慨地说，如今在县医院就能拿药，每

盒自付800元，负担轻多了。

改变源自浙江省德清县去年启动的数

十项“微改革”，一批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德清常住人口仅65万，却是一个“改革

大县”，先后承接了140多项国家、省级改革

试点，各领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已基本成型。

面对治理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德清以“停

不下来”的改革精神，再次主动“出击”，创新

推行一大批“微改革”项目。

“我们紧紧围绕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谋划实施一批落点准、收效快的制

度性、机制性创新举措，打通改革最细微的

神经末梢，进一步拉近了改革与群众的距

离，让改革红利可感受、能触摸、有温度。”德

清县委书记敖煜新表示，“同时，通过‘微改

革’撬动微治理，助推基层更精治更善治，不

断完善县域治理体系、提升县域治理能力。”

“微创手术”破除基层治理的
痛点难点盲点

从开创产学研合作的“德清模式”，到率

先推行“股票田”，从全国首宗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到推行“标准地”全面改善营商

环境……在这片改革热土上，德清许多做法

开全国之先河，经验被复制推广。

140多张改革名片，让德清人引以为

傲。但当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下来考核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并没有预

想的那么高”。

如何让改革红利可感受、能触摸、有温

度？德清敞开门广纳言，通过线上线下各种

渠道征集“微改革”意见建议230多条，建言

献策的既有10岁小学生，也有70岁退休职

工。开门搞改革，这项基于县域事权的体制

机制创新，在不间断地征集、实施、反馈中形

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导向，改革

迅速得到了群众支持。

德清“微改革”第一轮33个项目已经完

成，第二轮13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德清

县改革办主任高芸介绍，“微改革”改的多是

群众身边事，一是补齐民生短板，二是破解

发展痛点，三是优化管理弱项。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丙

宣曾多次到德清调研。他认为，德清“微改

革”发挥精准对接基层群众的优势，通过实

施一批“看似‘动小手术’、实则‘大有可为’”

的改革项目，如同一个个“微创手术”，破除

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盲点问题，

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

“微改革”办好群众
迫切希望办好的实事

德清目前已经推出十多个民生改善类

“微改革”项目。让黄伟如释重负的，正是其

中的“保障群众特殊用药需求”。

德清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建议发现，特殊

病种人群配药难是反映较多的问题。经过

调研，县医保局取消了对县里医院的均次用

药考核这一“卡脖子”事项。此后，38种“买

不到、报不了”的特殊病用药，陆续进入医院

药房。

“目前特殊药的报销总额已超过840万

元，惠及参保人员超2万人次。即便县里只

有一个人需要，我们也会给他配。”德清县人

民医院院长陆国强说。

来自江西上饶的蒋爱红，已经在德清县

阜溪街道生活了8年。前些日子，她需要打

印参保信息快递回老家，却遇到了麻烦。“本

打算去人社局查一查，但我的上班时间跟他

们的工作时间冲突。”

有过同样困扰的同事，向她推荐了“自

助小屋”，“不用排队，24小时全天候服务，

拿着身份证就能办”。

阜溪街道党工委书记肖新方介绍说，街

道现有外来人口5万余人，不少人都遇到过

蒋爱红一样的问题。

走进“自助小屋”，不仅有政务服务一体

机，还集成了湖州市公安智能警务站、“最多

跑一次”自助服务终端、24小时自助办税终

端……涵盖人社服务、公积金服务、不动产

服务等近30项内容。

新市镇宋市村的宋芳琴，如今也和城里

人一样时髦：对着二维码“扫一扫”，租一辆

共享电动车，骑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去换乘。

“原来公交车不进村，从家里走到公交

车站，最快也要20分钟。”宋芳琴说，村里的

农业观光休闲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但村民反

映较多的出行难题没有很好解决。

用什么办法能让村民少走路？宋市村

党支部书记张兴旺邀请村民代表商议。有

人提议引进县城常见的共享单车。很快，村

里请了城管局、共享单车运营方、交警队一

起坐下来制定方案。共享单车租赁点，就这

样“搬”到了村委会门口。

宋芳琴说，以前像她这个岁数的农村妇

女还在地里干活，现在得空就租辆电动车到

处“溜达”。

“在高质量建设具有德清特色亮点的共

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用‘微改革’的

思路办好群众迫切希望办好的各类实事，是

我们的当务之急。”敖煜新说。

村民建房进入“设计师时代”，
折射“微改革”如何撬动“微治理”

农民建房子，专业设计师“操刀”，眼下

已在莫干山镇成为“标配”。

在莫干山镇杨坞坑村，村民汤科满眼欣

喜地看着正在装修的新房，不时和旁边的设

计师沟通。

今年3月，汤科向镇政府递交了建房申

请，镇上为其提供了十余套符合本村建筑风

貌的设计图纸，还安排设计师进行对接。

近年来，莫干山镇民宿产业发展迅速，

以“洋家乐”为代表的高端民宿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当地村民造房子的样

式多由着自己的兴致，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为解决农民自建房与集镇风貌格格不

入的难题，莫干山镇村民建房被纳入“微改

革”项目：建立农村建房设计师联盟，邀请民

宿设计师结合地域特色，设计30套别墅风

格建房图纸供村民选择。

方案有了，如何确保落地？莫干山镇制

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建设前与村民签订承

诺书和协议书，建设中上百位镇村网格员负

责现场监督。

在汤科家的建设工地，为了防止粉尘溢

出，一大块绿色围墙将工地“包裹”了起来。

墙上还有块公示牌，建设类别、效果图、批准

面积、负责网格员等信息一目了然。

一个镇的建房进入“设计师时代”，折射

出了“微改革”撬动“微治理”的清晰路径。

阜溪街道光华小区是2006年前后建成

的拆迁安置小区。两年前，张悦平从浙江兰

溪老家来这里开了一个面馆。

“成立自治会前，店铺门前那个乱呀，有

摆桌椅的，有堆放杂物的，也有人直接把车停

到店铺前的绿化带里。”这位外地商户不止一

次抱怨，周围环境不好，面馆生意怎么会好？！

阜溪街道共有900余家商铺，基本由外

来的新居民经营。当地曾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整治商铺门前环境，但是效果不佳。

“我们探索成立沿街商铺自治会，放开

手脚让商户自我管理。”肖新方说，自治会对

垃圾分类、门前三包、文明经营等三方面进

行评比，由自治会成员、商铺代表轮流负责。

做得好不好，先让商户自己评，然后在

公示栏和店铺门前公示。评比结果优秀的

商户，店铺门口挂上流动红旗。

“别小看这面红旗，客人看到后肯定会

增加好感，生意也会好很多。”老张期待自己

的面馆，也能早一点挂上小红旗。

现如今，原来脏乱到让人头疼的街道干

净整洁、行车有序。

“垃圾分类+”
破解“老大难”

做好垃圾分类，能申请到低息贷款？

2003年到洛舍镇开超市的温州人金科顺，

最近刚从德清农商银行洛舍支行，顺利拿到

了30万元的无抵押低息贷款。

老金说，自己一直做超市，无意中看到

农商银行的宣传资料：商户垃圾分类做得

好，可以申请低息贷款。

想着自己的分店升级改造需要花钱，老

金就扫描二维码填写了贷款申请。此后，银

行和县垃圾分类办对接确定垃圾分类评级

和信贷优惠利率。很快，钱就到账了，一年

下来可节省利息好几千块。

金科顺笑着说，现在连上幼儿园的小孙

女，都对垃圾分类格外上心。

“通过这个‘小切口’，破解对个体工商

户的垃圾分类引导难题。”德清农商银行副

行长张昌信表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践行

绿色生活，通常素质和信用更高，这与银行

青睐的客户有较大共同点。

通过垃圾分类评级与信贷优惠政策挂

钩的方式激励个体工商户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是德清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和长效化的

重要举措。德清“垃圾分类小微贷款”正式

实施以来，累计 76名商户获得银行贷款

3568万元，涵盖建材、民宿经营等多个领

域，节约利息支出近30万元。

作为曾经的老县城，乾元镇也做起了

“垃圾分类+”文章。该镇城北新村建于上

世纪90年代，设施老旧，停车管理是个大难

题。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虽然有积分兑

换物品，但居民积极性不高。近年来，城镇

管理标准越来越高，停车难、垃圾分类难等

问题日益突出。

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城北新村采取

“垃圾分类积分制+停车位管理”相结合的

小区管理模式，“只有达到相应积分才能申

请停车位，每年根据积分排名，居民可重新

选定停车位，还可以折算停车位年费。”小区

负责人说，此举有效解决了垃圾分类难与停

车管理难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广大居民

的认可。作为老旧小区试点，目前城北新村

车辆停放规范有序，居住环境全面改善，垃

圾分类参与率达90%、精准率超95%。如

今，这一做法已在全镇推广。

（原载6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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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改革”撬动基层精治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