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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文根据宪法规定
,

结合当前实践
,

就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
,

如何健全基层政权 组

织
、 _

:「月确行使农村基层政权的职权只及健全村民委员会
,

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等问题进 行 了

论交E
。

个闲广大农村正在对从层政权体制进行改革
,

实行政社分开
,

建立 乡政权
。

这不仅对农村从

层政权建没
,

而 住对 于发展农村集休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

宪法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

斌 少人民
” 。

这是我国 !:{ll 家制度的一项根本准则
。

实行政社体制改革
,

建立 乡政权
,

就是为了扩
` .

大

基层的政接民主
,

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

我国是一个拥有八亿农民的国家
,

搞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

农才刊芯层政

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组织
,

是遭接接触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权机关
,

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好 了
,

就能够广泛地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

密切党不l
一

I国家同农民群众的联系
,

不断改进 f司

家机关的工作作风
,

提高工作效率
,

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保证
,

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

于L也才有保证
。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注意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

重视发挥农木小华层政权的作用
。

在大革命时 期
,

我党就领导广大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
。

土地革命时期
,

在红色根据地建立
一

了乡苏维埃政权
。

抗 日战

争时期
,

在解放区还在 乡政府下设立行政村作为乡政府的派出机关
。

解放战争时期
,

随若革命战

争的胜 $Jl 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

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 上建立了夙
、

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 Jfl 人

尺政府
。

这此农村抉层政权在直接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
,

保卫和发展革命战

争胜利成果
,

维护人民的利盘方而都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新中国成立后
.

在新解放的农村
.

光

是通过发动和领 导农民群众进行清匪反霸的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
,

组织农民 协会作为农村的权 勺

机关
。

后来
,

随着土地改革的胜利
,

在农会的基础 上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议
,

产生 了 乡 人 代政

府
,

价为农村的基层政权
。

一 九五四年宪法又以根木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 乡政权为我国火村的

基层政权
。

但是
,

后来由于
“

左
”

的错误
矛

思想的影响
,

在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

撤销 了

乡政权的建制
,

实行政社合
一

体制
。

实践证明
,

政社合一休制存在着很大弊端
,

不仅不利于农 付

集休经济的发展
,

也例弱 犷农村从层政权建没
,

很不适应新时期政治
、

经济等各方 而 发 斑 的需

要
。

现行宪法根据过去长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
,

按照政社分设的原则
,

规定改变次冬{ 人 民



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休制
,

建立乡政权
,

人民公社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丸 毯一改革衬

大大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

也大大有利于集休经济的发展甘政社分设可以使政权机关

摆脱大量的
、

具体的生产事务
,

按照法律规定
,

行使各项职权
,

集中力量搞好政权本身的建设
,

克服政不管政屯政企不分等弊端
;
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充分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组织

生产
。

同时
,

政社分设
,

也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
,

克服党政不分
,
党不管

党的现象
。

过去实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
,

不论是行政事务
,

还是生产事务都要由公社党委决

定
。

实行政社分设后
,

按
’

乡建立珍党委
,

乡党委就可以从日常的具体事务中摆脱 出来
,

深入实际砂

调查研究 、 保证党的路线
、

`

方针
、

政策的正确实施 , 就可么集中力量从思想理论上和路线
、

方针
、

政策上加强对政权组织的领导沐 加强对它的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

一

同时也便于搞好党的组织建设
,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监督
,

一

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

`

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

}团结广大群众前进的核心和堡垒
。

“
-

我们一定要按照宪法
、

法律的规定
,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不
4

断健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

正确行使基层政权的职权
,

逐步扩大人民的道接民主
,

使农村基层政权机关真正成为有权威的
、

人

民自已的政权
,

_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证
。

、

产 1 ; 「

r一 、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

首先要健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
,

多政权

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由它选举产生的 乡人民政府组成
。

乡人民代表大会是农村基层国家权力机关
,

它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乡人民代表组成
,

代表全乡
`

人民行使 乡级国家权力
,

决定全 乡重大问题
。

健全

乡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

不仅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需要
,

也是全 乡人民根本利盘的需要
。

健全 乡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

首先要严格按照选举法的规定
,

选好乡人民代表
。

选举要充分发

扬民主
,

代表候选人要经过群众充分讨论
,

要坚持差额选举制度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
,

「

使选出的每

个代表真正能够代表全 乡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盘
,

为大多数人民群众办事
。

其次
,

健全 乡人民代

表大会组织必须坚持 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制度
。

这主要是
: 1

.

定期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
,

定期

召集 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

以便及时讨论决定全 乡重大问题
。

地方组织法规定
,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二

每届任期三年
,

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

过去
,

特别是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

人

民代表大会长期不举行
,

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

害
。

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

要严格按照组织法的规定办事
。

只有这样
,

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
,

积极参加国家管理
。 L

2
.

乡人民代表大会或 乡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讨论问题
,

要充分发扬民主
,

使代表们充分发表意见
,

通过决议一定要按照法定程序
,

符合法定

人数
。

3
.

不断加强 乡人民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
, 、 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

。

代表要 密 切 联系选
.

民
,

积极宣传
.

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

积极宣传党的路线
、

方针
、

一

政策
,

主动协助 乡人民政府推动各

项工作
。

要按照居住状况
,

组织代表小组
,

建立代表分工联系选民的制度
。

使代表能及时了解人民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

并使其经常 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

4
.

健全 乡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汤还必须真正实

现人民群众对代表的监督权和罢免权
。

列宁说
: ` 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

卜

,

只有承认和实

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
,

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氏 这是旗正民主

制的根本原则
。 ” ① 只有保证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

,

才能确保代表真正代表人民
。

选民监督代表的

方式很多
。

` 、

如代表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
,

。

答复选民提出的问题
; 对代表工作的优劣提出表杨和批

① 咧宁全知第邓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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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等
。

罢免代表也是监督的一种形式
。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

,

如果代表违法乱纪
,

或者严重失职
,

选民就可以提出罢免这个代表的要求
。

罢免 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向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提出
,

卜

按照法定程序罢免
。

乡人民政府是 乡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

是农村基层国家行政机关
。

它对 多人民代表大会

和县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

健全 乡人民政府组织
,

首先要遨好 乡长
、

副 乡长
。

乡长是一 乡之

长
,

副乡长协助 乡长工作
。

乡长
、

副 乡长选得好不好
,

道接关系着 乡政府全盘工作
。

现在我们强

调干部要革命化
、

专业化
、

年轻化和知识化
,

就是
“

德才兼备
”
原则的具体体现

,

这是为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需要而提出的
。

我们选拔 乡长
、

副乡长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

其次
,

健全乡人民政府

组织
,

还必须根据各个乡的具体情况
,

配备一些助理人员
,

协助 乡长办好全乡的各项具体事务
。

乡政府工作是很多的
,

只靠 乡长
、

副 乡长是不可能完成的
,

必须配备一些助理人员
。

助理人员究

竟设多少为好
,

由于各乡的情况不同
,

也不一样
。

一般说来
,

有民政助理
、

司法助理
、

文教卫生

助理
、

公安助理
、

财粮统计助理
、

文书等
。

有的还设 乡村建设
、

民族事务等助理
。

第三
,

健全 乡

人民政府组织
,

还必须健全 乡政府的各种工作制度
。

如工作责任制度
、

联系群众制度
、

对工作人

员的培养
、

使用
、

考核和奖惩制度等
。

第四
,

健全 乡人民政府组织
,

必须正确实行 乡长负责制
。

乡长负责制是现行宪法对乡政府机关的一项重大改革
。

过去宪法规定的是委员会制
。

乡长负责制

是行政机关的 首长负责制的一种形式
。

首长制的优点是事权集中
,

责任明确
,

指挥灵敏
,

行动迅

速
,

效率较高
。

(二 )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

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
,

正确行使农村基层政权的职权
。

宪法和组织

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职权做了详细规定
。

乡人民代表大会共十一项职权
,

乡人民政 府 共 九 项职

权
。

只要我们认真按照这些规定办事
,

乡政权就一定能够加强
。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如何理解

多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
、

文化建设和民政
、

公安等工作的规定
,

特别是乡政府要不要

管理经济
、

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
。

这些问题在当前 乡政权的建设中认识还不一致
,

执行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
。

乡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职能是实行行政管理
,

就是在组织领导社会生产
、

交换
、

分配

和消费过程中
,

进行组织
、

计划
、

指导监督等活动
。

具体说来主要是
:

h 督促或组织实施 乡人民

代表大会决定的全 乡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建设规划
。

2
.

向本 乡的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下达上级人

民政府的生产计划和交售任务
,

监督它们与有关方面签订合同
, 3

.

监督经济单位和个体户认真执

行国家的政策
、

法律
,

在经济活动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履行经济合同
,

完成应担负的税收和征

勤派购任务
; 4

.

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体户的正当经济权盘
,

取缔非法的经济活动
,

打击经济犯

罪分子
; 5

.

进行必要的经济统计工作等
。

乡政府在管理经济中的这些职能同经济组织本身的具体

经济活动
、

具体的经营业务管理是不同的
。

在实际工作中应 当严加区别
,

习避免过去那种政企不

分
、

包办代替的作法
。

管理文化也是乡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

它包括对教育
、

科学技术
、

文化
、

卫生
、

体育的行政

管理
。

根据宪法规定
,

我国对教育
,

科学
、

文化
、

卫生
、

体育的行政管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一

是对教育
、

科学
、

文化
、

卫生
、

体育事业机构和设施的管理
, 二是通过这些机构和设施进行思想

道德
、

科学文化教育
,

培养有理想
、

有道德
、

守纪律
、

有文化的硕上会主义新人
。

就乡政府说
,

日

前最突 出的是要竹好本乡所辖的中小学校
,

办好托
、

幼事业和于
_

l亩班 ;
组织搞好农林牧副渔各业



新技术的试验和推广工作
,

举办各类训练班
,

培养各种技术人才
;
组织建立图书馆

、

文化站
、

青

年之家
、

民兵之家
,

_

指导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文艺活动的开展 , 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和 卫生宣传教育

工作
,

采取有效措施厂 控制人曰增长
,

提倡文明生产和绿化环境
,

健全和完善卫生规章和管理制

度
,

发动群众切实解决影响环境
、

危害人体健康的问题
,

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各种体育

活动
。

乡政府的民政管理工作由乡民政助理协助乡长办理
。

乡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 1

.

优抚工作
,

包括褒扬革命烈士
, ,

优待抚恤烈士家属
,

优待革命残废军人
,

优待军人家属
,

办好为烈属
、

残废

军人
、

复员退伍军人服务的优抚事业
,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等
; 2

·

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退休干部的

安置管理工作
。

这一工作要本着
“

从哪里来
,

回哪里去
”

的原则
,

对回到农村的复员退伍军人
,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

·

使他们安心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3

·

农村

救灾工作
。

主要是帮助受灾群众和困难户
、 “
五保户

”

解决生活困难阿题
。 ` 农村社会救济工作

。

主要是宪法第 4 5条规定的给年老
、

疾病或者爽失劳动能力的公民以物质上的帮助
; 5

.

婚姻登记工

作 , 6
.

殡葬改革工作等
。

通过上述工作使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

享受到崇高的政治荣誉
,

得到

社会的薄敬
,

使残老孤幼和盲聋哑人得到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
,

使一切因缺少劳动力或遭受意外

事故致使生活困难的人
,

得到生活保障
。

公安管理是指公安机关
,

依照法律的规定所进行的治安
、

边防
、

劳改
、

劳教等行政管理活动
,

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人民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
。

乡一级的公安行政管理工作由公

安派出所或公安特派员担任
。

公安派出所是县公安局的派出机关
,

它的主要任务是
:

保障有关公

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法律的实施
,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

, 预防和制止盗匪和其他犯罪

分子的破坏活动
,
依照法律管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
保护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的现场

,

协

助有关部门破案
; 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工作

, 在居民中进行提高革命警惕
、

邃守法律
、

漫守公

共秩序
,

尊重社会公德的宣传工作
, 等等

。

公安派出所通过上述活动
,

打击敌人
,

维护公共秩序和

社会治安
,

保护公共财产
,

保障公民的权利
。

此外
,

乡人民政府还有司法管理
,

有的乡还有民族事务管理等工作
。

乡人民政府通过各种行

政管理活动
,

使全 乡工作得到不断发展
。

(三 )

:
一

健全村民委员会组织
,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

对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有

重大意义
。

按照宪法的规定 、 衬民委员会是按!姗农材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它虽然

不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
,

但是
, 。

它的建立和健全将有利于密切安村基层政权组织同广大人民群众

的政接联系
,

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工作
。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

按照宪法规定卜 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途径

基本有两种
。

一种是通过人民自己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一种是通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等其他途径和形式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

是人民行使权力
、

当家作主的

基本途径
。

但是
,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保证人民当寒作主只有代表制的间接民主制还是不

够的
,

还必须直其他形式
,

使人民道接参加管理
。

实行并扩大人民的直拚民主
,

还必须把社会主

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
、

经济生活
、

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

民主管理
,

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
。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

仅仅有
“
委托人民 {代表

,

在代表



机关中实行民主是不够爵
。 几“

婪建立民主
,

必须群众自己立刻从下面发挥主动性
,

实际参加一 切国

家生活
。 ” ①村民委员会就是使群众自己从下面直接参加社会事务

,

是实现道接民主的重要方 面
。

由此可见
,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基层政权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

它们都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
,

都是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服务时
。

同时
,

村民委员会的任务的实现
,

也直接关系着 乡政权作用的发挥
。

宪法规定
,

村民委员会

设人民调解
、

治安保卫
、

公共卫生等委员会
,

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盘事业
,

调解民间

纠纷
,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

拜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
、

要求和提出建议
。

第一
,

办理本居

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盘事业
。

这是村民委员会的一项基本任务
。

所谓公共事务和公盘事业包括

修桥
、

铺路
、

打水井
、

修池塘
、

夜间照明
、

组织生产自救
、

举办托儿所幼儿园
、

开展
“
五讲四美

三热爱
”
活动

、

评选五好家庭和建立文明村活动
、

组织文澳体育活动
、

举办业余教育等等
。

把这

此 二作做好了
,

解决了群众的各杯困难
,

他们就可以集中全力投入生产建设
,

为完成政府交给的

各项任务而奋斗
。

第二
,

调解民间纠纷
。

村民委员会下设调解委员会
,

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

民法院指导下依法调解和处理民间的一般民事纠纷与轻薇的刑事案件
。

如轻微的侵占
、

打架斗殴
、

小偷小摸
、

邻里争吵
、

家庭不和
、

夫妻吵架
、

木赡养老人等等纠纷
,

并通过调解向居民进行政策

社; 律的宣传教育
。

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调解和宣传教育工作
,

解决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
,

不断提

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

加强他们的法制观念
,

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
。

第三
,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

付

尺委员会下设治安保卫委员会
,

在基层政府和公安保卫机关领导下
,

对群众经常进行宣传教育
;

组织领导群众协助政府
、

公安机关检举
、

监督和管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 发动并组织群

众维护社会治安等
。

第四
,

搞好公共卫生
。

村民委员会下设公共卫生委员会
。

其主要任务是向群

众进行公共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
; 组织村民做好环境卫生工作

; 协助卫生部门搞好疾病防治
、

做

好预防接种等工作 ;
一

协助政府搞好计划生育
、

妇幼保健等工作
。

第五
,

村民委员会是由本居住地

认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

还担负着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
、

要求和提出

建议的责任
。

因此加强村民委员会的建设
,

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作用
,

就可以促进 乡政权的巩

J司和发展
。

在当前政社体制改革中
,

一些同志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认识不清
,

不能正确处理村民委员会

同 乡政权的关系
,

把村民委员会当成政权性质的组织
,

当成 乡政权的派出机关
。

这种认识是不符

介冤法规定精神的
。

宪法明确规定
,

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是群众自我教育
、

自我怜理
、

自我服务的组织
,

决不能同作为一级国家政权机关的 乡政权混为一谈
。

我们要正确认

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
。

一方面
,

要坚持村民季最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
,

既不是一级政权

组织
,

也不是 乡政权的派出机关
,

,

另一方面
,

村民委员会又必须在农村基层政权指导 下 进 行 工

作
,

协助乡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
。

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种关系
,

才能充分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才能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的作用
,

搞好全

村的各项工作
,

也才能有利于加强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

(四 )

党的领导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芳键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一 项 基 木 原

则
,

是各级国家机关组织与浩动的总原则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必须坚持的
。

但是
,

现在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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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党的领导
,

乡党委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

怎样发挥它在全 乡的核心作用
。

党委仍然没有摆脱政社合一时的作法
,

事无亘细
,

弃党的领导
,

仍然是大包大揽
,

不敢放手
。

有些告
样样都要抓

。

有些 乡党委的同

政胯
、 李绎济触

的同志怕HJt

现在有些 乡

怕别人说放

脱离党的领
害
州说志人

导
、

不尊重党的领导
,

也不敢大胆负责
,

和过去一样事事请示 乡党委
,

样样等乡党委书记点头
。

这些作法和顾虑都是错误的
,

不仅不能加强党的领导
,

反而削弱了党的领 导
,

同时也影响了乡政

府和 乡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列宁吟确指出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 (及其中央 ) 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 ; 提高苏维埃工作

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
; 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

而不是

象 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
、

不经常的
、

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
。 ” ①我们要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

真

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
“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

、

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 奋是

“
总的领导 , ,

认讯
党组织不是道接向群众发号施带的权力组织

,

更不是政权组织和生产组织
,

党的领导不应当等同 }

于政府行政土作和生产工作的指挥
。

我们要正确划分 乡党委
、

乡政府
、

乡经济组织的职权
,

坚决
克服过去那种党

、

政
、

企不分
,

以党代政
、

以政代企
、

党不管党
、

政不管政的现象
,

正确处理党
、 一 `

政
、

企三者的关系
。

乡党委要改变过去那种大包大揽的作法
,

一

摆脱具体的行政事务和生产事务
,

-

集中力量抓大事
,

抓党的自
一

身建设
。

此如 乡党委要及时检查瞥促党的方针
、

政策和上级的决定在

本乡各个方面贯彻落实的情况
; 要对全 乡的重大问题作出合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决定

; 要深

入开展
J

思想政治工作
,

保证农村的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
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

健全

党的生活 ; 要加强对全 乡各类干部的教育
、

考察
、

一

培养和选拔工作
; 要加强群众工作

,

密切党与

群众的关系等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 乡党委成为领导全乡社余主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

也才能不断

加强乡政权的建设
。 ; 、 ·

一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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