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涧彝族自治县村民小组村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规范村民小组村务管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村民小组村务管理是指对村民小组

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各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

理。

第三条在南涧县行政辖区内村民小组的村务管理活动，应

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村民小组的村务管理，应当坚持民主议事、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原则，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第五条民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指导行政辖

区内的村民小组村务管理工作。

公安、民族宗教、农业、财政、国土资源、林业、水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文化体育等政府职

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指导村民小组做好村务管理工作。



第六条村民小组享有组内公共事务的依法管理权，在涉及

村民委员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时，应当服从村民委员会的

决议、决定。

村民小组村务管理的议事决策机构是村民小组的村民会

议（以下简称“小组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的户代表会议

（以下简称“小组户代表会议”）。

第七条小组村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由村民小组长或

村民代表召集，至少每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适时召开。

召开小组村民会议应当由该村民小组年满十八周岁三分

之二以上村民参加，所作的决定应当经到会村民过半数通过。

召开小组户代表会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参加，小

组户代表会议由每户推选的 1 名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组成，

所作的决定应当经到会户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八条小组村民会议或者小组户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未

经小组村民会议或者小组户代表会议决定不得更改。

第九条小组村民会议或者小组户代表会议履行下列职权：

（一）推选、罢免本小组村务管理人员；

（二）讨论决定本小组村务管理人员的辞职；

（三）讨论决定村务管理小组选举办法和议事规则；



（四）对村务管理小组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

（五）审查本小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财务收支情况；

（六）决定本小组村务管理误工补贴的人员范围和标准；

（七）决定本小组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的处置和集体经

济项目的管理；

（八）决定本小组公益事业的筹资筹劳；

（九）讨论通过村规民约、规章制度；

（十）讨论本小组的村庄规划（草案）；

（十一）其他事项。

第十条村民小组可以设立“村务管理小组”，作为小组村

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和办事机构。

村务管理小组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可连选连

任。

第十一条村务管理小组设 3-5 人，由本小组长和经小组村

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选举的成员组成，村民小组长是村

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

村务管理小组成员的推选办法由各村民小组拟定，并经小

组村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村务管理小组成员的推选由村民委员会主持，由本小组村

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村务管理小组成员的罢

免由村民委员会主持，由小组村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投

票决定。

第十二条新推选产生的村务管理小组应当在选举产生之

日起 10 日内报村民委员会备案，村民委员会应当在备案之

日起 10 日内组织原村务管理小组移交财务、资产等。

第十三条村务管理小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

（二）执行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决定；

（三）执行小组村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

（四）协调与其他村民小组的相关事务；

（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组织村民发展经济；

（六）管理村民小组的集体资源、资产、资金；

（七）接收扶持、捐赠、救灾救济等款物；

（八）执行村民申请宅基地、扶贫脱贫、强农惠农政策等

事项；



（九）调解村民小组内的民间纠纷；

（十）实施村务公开，接受村民监督；

（十一）制定村规民约；

（十二）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村民小组可根据需要制定村规民约，并报村民委

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村规民约、管理制度以及小组村民会议或小组户代表会议

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

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第十五条村民小组的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的处置与分配，

由村务管理小组拟定方案后，提请小组村民会议或者小组户

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村务管理小组可以采取承包、租赁、转让、合作等方式，

发展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

第十六条对本小组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非法买卖集体土

地、毁林开垦、非法采石、采矿、取砂、取土、建房等违法

行为，村务管理小组有权予以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村民承包的农村土地，确因村民小组公益事业发

展需要占用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八条村民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占用集体土地或者

村组道路的，村务管理小组发现后应当予以劝阻，并及时报

告乡（镇）人民政府予以处置。

第十九条村务管理小组依法加强对本小组内的道路、水利、

供气、供电、照明、绿化、环卫、污水处理、文体等公共设

施进行管理。

村集体公共设施属于多个村民小组管理使用的，管理制度

应当由所涉的村民小组协商制定，报村民委员会备案；涉及

多个村民委员会的，报共同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涉及

多个乡（镇）的，报县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条属于国家建设和地方发展需要征用农村土地的，

村民小组依法予以支持配合。

相邻村民小组修路、引水、架电及铺设管网设施等需占用

或者途经村民小组土地的，应当给予相互支持。

第二十一条村民应当维护好村民小组内的水资源，支持国

家和地方合理开发利用，并在相邻小组生产生活用水发生困

难时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村民小组集中居住区的环境卫生，由村务管理

小组划定环境卫生住户责任区，责任区实行住户保洁承包制，

接受村务管理小组和村民监督。



道路、公共场所、公厕以及相关区域的公共环境卫生，由

村务管理小组组织村民清扫，也可以采取村民轮流或者专人

承包的方式清扫。

第二十三条生产生活垃圾的处置实行合理分类、定点投放、

适时清运的原则，村民不得乱倒垃圾、乱堆粪土、乱放杂物、

乱排污水。

村民不得随意丢弃死亡的畜禽，如有可能造成疫情传播的，

应当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村务管理小组教育村民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加

强消防设施建设，应当适时对村民小组内生产生活用电设施

进行安全排查，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督促责任主体及

时维修、更换。

村民生产生活用火应当做到人离火灭，不得将易燃易爆物

品堆放在有安全隐患的地方。

第二十五条村务管理小组应当教育村民遵纪守法、遵守社

会公德，对村民小组内的特困供养人员、残疾人、烈属给予

关心照顾；对本小组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监护人履行义务情况加强监督；对长期在外务工、经

商的村民适时督促其履行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的义务，妥善

安排留守老人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



第二十六条村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村务管理小组应当予

以劝阻，并视情况报告有关部门。

（一）组织、参与“黄赌毒”活动的；

（二）利用封建迷信招摇撞骗的；

（三）成立非法组织的；

（四）擅自设立宗教场所的；

（五）参加邪教组织的；

（六）传播谣言，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煽动群众闹事的；

（八）其他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的。

第二十七条村务管理小组有权引导村民文明节俭，移风易

俗，喜事新办，丧事从俭。

第二十八条村务管理小组应当在固定的地方设立村务公

示栏及时公开村务，公开时间不得少于 7 日，公开的事项包

括：

（一）小组村民会议或者小组户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

（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务收支情况；



（三）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招（投）标结果

和合同履行情况；

（四）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方案及实施情况；

（五）扶贫开发、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

（六）村庄规划执行情况；

（七）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审批使用、征占补偿及分配情

况；

（八）债权债务、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的处置情况；

（九）各种救灾救济社会捐赠款物处置情况；

（十）村规民约、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十一）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村民应当支持村务管理小组依据本办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村务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村规民约、管理制度以及小组村民会议或者小组

户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第三十一条村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村务管理小组根据

村规民约、管理制度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报告相关部门

依法处理。

（一）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者非法买卖集体土地；

（二）毁林开荒；

（三）非法采石、取砂、取土、建房等；

（四）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占用集体土地或者村组道

路；

（五）乱丢垃圾、乱堆粪土、乱放杂物、乱排污水；

（六）随意丢弃死亡畜禽；

（七）不适当履行监护人义务或者赡养义务；

（八）反复以同一红事、白事、乔迁等事由办客并收取礼

金；

（九）违反村规民约、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第三十二条村务管理小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小组

村民会议或者小组户代表会议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



罢免其职务；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涉嫌犯罪的，

报告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一）不履行职责的；

（二）不执行本办法相关规定的；

（三）村民小组村务管理工作中挥霍、浪费、侵占、挪用、

私分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的；

（四）村民小组村务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

（五）对提意见或者查询村民小组村务管理相关事项的村

民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三十三条对阻挠村民小组村务管理工作、打击报复村务

管理小组成员的，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

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报告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本县行政区域内社区居民小组居务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