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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崀山位于湖南省新宁县，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被地质界誉为“丹霞
之魂，国之瑰宝”，具有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此，新宁县发表《崀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宣言》。
宣言说：“崀山神奇而美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财富和希望的热土。
我们要努力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创建世界级品牌，让崀山享誉海内外，使天下游客更加向往崀山。
崀山年轻而靓丽，我们要全方位呵护崀山，爱护崀山的—草一木．倍加珍惜崀山的今天与明天。
”〔彭歌报道〕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
泰山第一村”油坊村发展启示录》、《乡镇干部，拿什么赌明天》、《衡阳三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
调查》、《挪威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做法和经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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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近期目标是什么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领域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的总称。
关于“基层”的范围，党的十二大报告没有明确界定；十三大报告突出强调“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十四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和十六
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基层民主中的“基层”界定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
单位这三个领域；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又增加了“城乡
基层政权机关”这个层面和领域。
党的十七大报告适应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把“社会组织”纳入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讲得最全面。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应当组织力量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若干重大问题、重大工作和重大改革举
措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应深化研究哪些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形式日益丰富
，成效愈益显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仍有一些需要进
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一，如何加强法制建设，解决好基层民主实践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问题。
目前，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领域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法制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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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第五期稿子杀青时，初冬的寒意已悄然乍临。
然而，捧读那一篇篇清新质朴的文章，我们的内心却无限温暖。
因为，这些文字的背后，是无数颗关注、支持《中国乡村发现》的心，是无数位有识之士对“三农”
问题的表达和深思。
他们不论来自江湖，还是来自庙堂，不论来自基层，还是来自上面，我们都对之充满感激和敬意。
“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老百姓的评说很重要。
中国农村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员和深居简出的学者们何以能体察下面的
实情？
正如朱熹所说，“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间许多曲折？
”有幸的是，现代传媒可以通过表达社会底层的声音，达到弥补前人缺憾之功效。
而这，正是我们当初创办《中国乡村发现》的出发点之所在。
事实上，每期图书，都发现了新的问题，反映了新的诉求。
试想，如果不是那些长期从事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和深入调查的研究人员寄来文章，我们岂能知道外
面的世界变得如此之快？
很有可能，我们只会形成村村通了广播电视的错觉，而不知道很多村庄事实上已经成了“锅村”：只
会从概念中推导出乡村合并将节约行政成本，而不知晓它也带来了治理难题；只会一味为粮食直补、
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叫好，而不明白其实际推行中的重重阻力和诸多变异⋯⋯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
。
市场经济的浪潮，正排山倒海般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改变发生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块土地。
当我们站在云南西双版纳的街道上，如撇开街道两旁的椰子树、棕榈树，这里与全国其他任何地方的
城镇没有什么区另q，同样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同样是流行的装修风格、店内出售的同样是时尚物
品，男女青年穿戴的也大都是T恤衫，甚至晚上一个接着一个亮起了昏暗的粉红色灯光的“美容美发
厅”也是一个模样⋯⋯在普夭之下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村座”即“地球村”的今天，我们需要让社
会不同声音都能表达出来，尤其是要让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声音表达出来，并形成一种上下左右的良性
互动，借此促进“三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而这，是《中国乡村发现》存在的又一理由。
明年，改革开放将迎来30周年。
安徽的那个小岗村，也因其“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标志性地位再次为外界瞩目。
29年前，小岗村一举成名：今天，小岗村却泯然众矣。
其前后反差，虽有不少讨论，但仍值得我们深思。
家庭承包制是否走到了尽头，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应该怎样变革，中国农村何去何从？
这一连宰的问题，是我们“三农”同仁共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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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乡村发现:总第5辑(2007年10月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近期目标是什么；乡镇领导干部岗位管理的新实验；圈子中的农村生活；村庄合
并后的治理难题；村官腐败的症结在哪里；我所见所闻的乡村信访；聚焦乡镇政府机关问题；作为改
革突破口的小岗村缘何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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