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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是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和具体利

益却存在对抗性的矛盾统一体$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事关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事关

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加强民主管理建设是调控和化解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

途径!其中!制度建设是保障!组织建设是关键!能力建设是核心$ 这就需要针对农村现实情况!进一步加强民主管

理的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以更有效地利用民主的方法!调控和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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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由于我国面临进一

步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各种人民

内部矛盾将交织在一起#并普遍存在着$正确认识和处

理新形势下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事关农村的改革%发展

和稳定# 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

标的实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一文中曾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

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

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E而

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

FDG在一般情况下#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当#

或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正确处理新

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重视和运用民主管理这

一重要途径$这就需要针对农村现实情况#进一步加强

民主管理的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以更有效地利用民

主的方法#调控和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一$加强民主管理制度建设%

是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保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基层工作繁杂琐

碎#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领域#参杂各种利

益的交织与权衡$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往

往是由于民主管理制度缺失或不完善$一方面#基层干

部在处理农村基层繁杂的工作时无制度可依# 常常凭

主观行事#容易引起村民的不满#产生人民内部矛盾*

另一方面#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后#基层干部又没有

完善的民主管理制度为依据进行调控和化解# 容易导

致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失控和激化$因此#应对农村基层

工作的复杂性# 系统把握和科学处理不断涌现的各种

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防止矛盾的扩大与恶化#

需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制度建设$

"一&健全民主选举制度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是民主管理的基础和前

提$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建设首先要健全民主

选举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

度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海选)#但仍存在

选举程序不合法%拉选贿选等问题$ 这问题的存在为

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埋下了祸根$健全民主选举

制度#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快立法进程#使农

村基层民主选举有法可依#从而形成规范的农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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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制度!其次"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强化农村广

大干部和群众的民主选举意识" 增强其公民的责任

感"逐步形成以参与性为主的公民文化"使他们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和制度进行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保证选

举的质量!最后"为了保证村民直接行使选举权利"推

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发展"避免和减少人民内部矛

盾的产生"各地应当进一步规范直接选举的实际操作

程序和组织步骤"及时查处和纠正选举中出现的各种

拉票#贿票行为"加强选举监控和检查验收"做到有错

必纠!"#

!

!二"规范村务公开制度

村务公开制度是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条

规定" 凡涉及村民利益和村民普遍关心的事项均要实

行村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的不规范"容易引发干群关

系紧张"产生人民内部矛盾!规范村务公开制度首先要

明确公开内容!当前"农村村务公开内容大多仅限于财

务公开"政务#资源资产#村民自治等其他方面很少涉

及! 为此"村务公开必须明确其内容"应该包括政务公

开#财务公开#资产资源公开#村民自治公开等方面"让

村民全面知情村务" 避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

激化!其次要规范公开形式!当前农村村务公开存在公

开时间不及时#公开程序不合理#公开内容不清晰等问

题"使得村民难以真实#及时#方便地了解村务情况"从

而引发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村务公开形式的改进和规

范应该体现以下几点&一是真实性!各项村务公开内容

必须清晰明确"有据可查"符合程序和规范! 二是及时

性!一般性村务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涉及村民利

益的重大问题要做到即时公开!三是方便性!不仅在便

于村民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公开栏" 而且还应该通

过广播#网络#民主听证会#村民代表会等多种形式公

开"方便村民对村务的知情!

!三"改进民主监督制度

民主监督是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保障!当前"农村

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中存在民主监督制度不完善的

问题"使得民主监督变样#不到位! 有的村务监督小组

成员由村两委指定"完全听命于村两委'有的村务监督

小组成员长期外出务工" 不按规定开展工作" 形同虚

设'有的村务监督小组工作时越位"将监督权当筹码"

与村干部进行交易"谋取私利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

民主管理健康发展" 而且常常人为地制造和激化人民

内部矛盾! 改进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制度首先要明确村

务监督小组职责! 各村应该以文本的形式确立村务监

督小组的职权和职责" 让每一个监督小组成员知道其

职责"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其次"规范村务监督

小组行为!村务监督小组成员必须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按规定和程序开展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对不认真履行

职责# 不按章办事或者经常缺席监督工作的村务监督

小组成员" 由村委会及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

调整!最后"发挥广大村民监督作用!设立意见举报箱#

举报电话等"接受村民匿名或实名举报不民主#不合法

的情况"从而改进民主监督制度!

二#加强民主管理组织建设$

是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虽然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有了制度" 但怎么使制度

进家入户"就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中国农民社会是一

个分散的而不是组织内分化的社会!要将一个(一盘散

沙)的农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仅仅依靠外部性

的政权机构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

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

加以融合" 在 *纵向+ 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

化! )

!'#从某种程度上说"(横向)就是群体的自治性组

织"(纵向)就是政党性组织! 当前"我国将农民组织起

来进行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民主管理组

织主要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 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 村民委员会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好两者

之间的关系" 能够为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坚强

的组织和政治保证!

!一"搞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历史经验证明"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农村

的政治整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向农村的有效延伸!正

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分散的农民

组织起来"使得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农村基

层党组织在组织农民推动中国农村社会革命#建设#变

革和发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前"加强农村民主管理

建设和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仍然离不开农村基层党

组织! 但是"不少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力量

比较薄弱"难以发挥应有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旦处于涣散软弱状态" 其维持农村

社会运行和秩序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削弱" 权力真空

随之出现"宗族#宗教#黑恶等势力就会趁虚而入!村民

就没有主心骨"人心就会涣散"民主管理难以实现"各

种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出现!为此"必须抓好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 在农村民主管理和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中真正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一是

优化干部选配!根据新时期农村发展的需要"用发展的

眼光和改革的办法"确定(双强双高)的选人标准"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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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素质强和致富能力强!文化素质高和工作水平高"真

正把那些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而又能共事!不出事

的人选为基层党员干部" 使基层党员干部既具有坚实

的群众基础"又具有强能力和高素质#二是加强监督管

理$有效监督是转变基层党员干部作风的关键$通过村

务公开%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把

基层党员干部的行为置于广大村民的公开监督之下"

从而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奢侈浪费!以权谋私!办事不公

等问题的滋生"促进干群关系的和谐$

!二"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村民委员会是在 !"#$ 年我国废除人民公社!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步确立起来的$ 村民自

治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从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村民委员会

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地位"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 年)%正

式颁布(%""$ 年)和修订(&(%( 年)"村民委员会至今

走过了 )(多年"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是"村民自治组

织作用的发挥仍面临体制障碍% 配套法律缺失等困

境# 新世纪以来"各地村民自治权利被侵害的事件频

现"此类上访事件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农村民主管

理的进程和社会稳定# 早在 %"$'年彭真就说过*+办

好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是一项长期的!艰巨

的工作"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容易" 决不是作一个决

定"国家发一个号令"就能短期都搞好的$ ,

*+,为此"党

和国家必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保障村民自治

权利$一是保持村民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世纪 "(

年代末以来" 地方党政组织在难以公开干预村民委

员会选举之后" 便利用党组织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

村的领导人和村的公共治理" 使得村民委员会行政

化$ 这就使得村民满腔热情地进行村民委员会选举"

但村民委员会并不能按照民意开展工作" 维护村民

权益$ 顺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从体制上进行改

革"保持村民委员会的独立性"避免干群关系紧张"

是当前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是完善村

民自治的配套法律制度$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 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构建提供了法律

依据和保障" 但村民在依托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治的

过程中"由于缺乏村民自治法等相关基本法律"这既

不利于村民基本自治权利的彰显和落实" 也不利于

村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侵害后的维护$ 因此"为了保障

广大村民能够依法自治" 依法行使并维护自己的民

主权利"在村民自治组织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必须

制定有关村民自治的配套法律*.,

$

三#加强民主管理能力建设$

是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

民主权利只是法律上提供的一种可能性" 它的实

现需要主体具备相应的民主管理能力$ 农村民主管理

的主体是村民和村干部$当前农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加上数千年的传统影响" 村民和村干部的民主管理能

力比较弱$ 他们不仅难以通过民主管理的方式解决各

种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常常因为缺乏民主管理能力而

人为造成或激化人民内部矛盾$ 加强村干部和村民的

民主管理能力建设" 是加快新时期农村民主化进程的

需要"是化解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

!一"提升基层干部的民主管理能力

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在民主管理中仍存在思想素质较

低!政策水平不高!工作方法不当!难点问题处理不好

等问题"这往往是引发农村干群矛盾的直接原因$农村

基层干部是农村经济社会的管理者" 是调解农村矛盾

纠纷的直接责任人$ 因此"解决农村日益增多!错综复

杂的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提升基层干部的民主管理能

力$ 首先"提高思想素质$ 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

政策"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 农村基层干部应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

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依法进行民

主管理"公平处事"热心接待申诉!控告的群众"积极!

妥善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其次"改进工作方法$ 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不能用强制

和压服的方法$ 否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

矛盾更加激化$ 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应该树立群众

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

了解民意"耐心细致地做群众思想工作"减少和化解各

种矛盾*',

$最后"增强处理难点问题的能力$各种建设征

占地补偿!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是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难点和敏感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够及时!

公正和彻底"极易引起和激发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不良

的社会影响$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

策观念"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使他们依据

政策法规"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及早发现各种矛盾苗

头"及时采取措施做好工作"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二"提升村民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

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这就需要村民具备民主管理的能力$从一定程度

上说"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

%-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得农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在不断

提高!具备了一定的民主管理能力!"#

" 但由于农村教育

文化的落后#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和民主法制宣传不

到位! 村民在民主管理过程中存在法制观念淡薄#民

主观念模糊#参与民主管理和进行民主监督的意识与

能力不强等问题" 一些村民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

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一些过激

行为!激化社会矛盾!产生恶性后果"村民民主管理能

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对民主#自由#法制等概念正确理

解的基础之上!$#

"为此!一要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

业" 教育是民主意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文盲或半文

盲很难参与民主!具备较强民主管理能力"通过加大

农村教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成果和注重对村民培训教育! 不断提高村民的思想

文化素质!夯实他们提升民主管理能力的基础"二要

加强民主法制教育"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

种手段!文艺下乡#图书下乡#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

对村民进行深入#持久的民主#法制观念教育!使他们

摒弃宗族观念#小农思想!形成较强的国家和集体观

念!按照民主的本意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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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DHC RKYKCI\SKBU HVK U@K ABDUZ IO NIBUVHRDNUDIBT PHTKR IB BIB.NIBOVIBUHUDIBHC HBR T\KNDODN DBUKVKTUTNIBTDTUKBNK XDU@

IPYDIAT VKTDTUHBNK& LI NIVVKNUCZ ABRKVTUHBR HBR @HBRCK U@K BKX TDUAHUDIB IO NIBUVHRDNUDIBT HSIBJ U@K \KI\CK DT VKCHUKR UI

U@K VKHCD^HUDIB IO U@K JIHCT IO VAVHC VKOIVS* RKYKCI\SKBU* HBR TUHPDCDUZ* H BKX TINDHCDTU NIABUVZTDRK* HBR H NIS\VK@KBTDYK

XKCC.IOO TINDKUZ PADCRDBJ& _HTKR IB U@K HNUAHC TDUAHUDIB* DU DT BKNKTTHVZ UI TUVKBJU@KB RKSINVHUDN SHBHJKSKBU* NIBUVIC* HBR

VKTICYK NIBUVHRDNUDIBT HSIBJ U@K \KI\CK DB VAVHC HVKHT& QSIBJ U@KS* TZTUKS NIBTUVANUDIB DT U@K JAHVHBUKK` IVJHBD^HUDIB

NIBTUVANUDIB DT U@K [KZ` HPDCDUZ NIBTUVANUDIB DT U@K NIVK& LI TUVKBJU@KB OAVU@KV U@K TZTUKS IO RKSINVHUDN SHBHJKSKBU* IVJH!

BD^HUDIB HBR NH\HNDUZ NIBTUVANUDIB NHB SIVK KOODNDKBUCZ ATK RKSINVHUDN SKU@IRT* NIBUVIC* HBR VKTICYK U@K NIBUVHRDNUDIBT

HSIBJ U@K \KI\CK DB VAVHC HVK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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