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捍卫基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捍卫基层>>

13位ISBN编号：9787560983202

10位ISBN编号：7560983200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邓伟根，向德平 著

页数：2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捍卫基层>>

前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伴随着物质财富的迅速膨胀，社会利益格局、社会组织方式与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
社会矛盾也逐渐堆积，焦虑情绪在社会上蔓延。
新问题、新情况的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ldquo;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rdquo;开
班式上讲话时指出，&ldquo;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
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
&rdquo;2011年全国&ldquo;两会&rdquo;，&ldquo;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rdquo;首次在温家宝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占据重要篇幅。
2011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要求广东进一步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从&ldquo;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rdquo;到&ldquo;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rdquo;，再
到省社工委新鲜出炉，广东谋求社会善治的努力贯穿始终。
2012年2月举行的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要求广东官
员努力创新社会管理，建设&ldquo;大社会&rdquo;、&ldquo;好社会&rdquo;、&ldquo;小政府&rdquo;
、&ldquo;强政府&rdquo;。
　　南海一直是广东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河，得改革开放之先机。
90年代以&ldquo;三大产业齐发展，六个轮子一起转&rdquo;的南海模式，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辉煌
篇章而闻名全国。
2011年南海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成为广东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重镇。
与此同时，城市化、社会建设和政府治理方式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因此，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亟需要新一轮改革来推动。
建立以&ldquo;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为支撑、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群团组
织为辅助、社会组织为补充、公众参与为路径&rdquo;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ldquo;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rdquo;一个社会的治理，根本立足点在基层。
党的事业根基在基层、血脉在基层、活力在基层。
在党的历史上，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离不开对基层执政基础的夯实与扩大。
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
变成全民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ldquo;微观中国&rdquo;。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基层才是抓手，才是真正的落脚点。
&ldquo;谁掌握了基层，谁就掌握了执政的话语权。
&rdquo;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捍卫基层是执政之基；从社会建设看，捍卫基层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与微观
基础；从政府放权角度看，捍卫基层是政府释放权力的落脚与重点。
　　这也正是这册《捍卫基层》书名的由来，本书中将南海区近年来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实践
呈现于读者面前，从农村体制综合改革到下一步南海的社会建设，围绕微观基础的重构这一主题，总
结了村居10多年的经验和反思。
全书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围绕&ldquo;出嫁女&rdquo;的权益和股份合作制之间的争辩，引出本书所
要讨论的内容；第二章讨论村居集体经济的由来和演变。
理顺村居集体经济的由来和演变的历史脉络，法律依据什么？
瓶颈是什么？
&ldquo;两确权&rdquo;对现有的社员和股东进出的影响是什么？
第三章村居自治的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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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第一部的村民自治法，到居委会的选举自治，实践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碰到了什么样的
问题，其经验是什么，在过去实行村民自治法以前，古中国的乡村自治是如何的；第四章描述了南海
这一段时期的改革。
通过&ldquo;政经分离&rdquo;进行突破，归纳这一段时期的尝试，包括换届、党制度升格、经济组织
另行选举，接下来的计划，目标和目的等；第五章 &ldquo;政经分离&rdquo;下集体经济的转型改制。
第一次改制是股份合作社，第二次改制是想探索几个路径，包括股权固化的问题，公司化独立的问题
，委托经营的问题，界定村集体，怎么转制，探索其出路和方向以及&ldquo;两个平台&rdquo;的建设
和监管。
第七章&ldquo;政经分离&rdquo;下的基层自治的回归与强化。
分离以后基层自治如何回归？
功能如何强化？
包括探索&ldquo;社工+义工&rdquo;，社会自治的补充形式等。
第八章主要的观点是社会能自治的尽可能推动自治，这是一个方向，是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
微观基础。
　　《捍卫基层》的出版，希冀通过文字的形式，总结与检视南海近年来社会管理领域创新举措，从
成功中提炼改革规律、从改革中汲取营养、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珠三角甚至全国社会管
理改革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捍卫基层，是捍卫社会的微观基础和主体地位；捍卫基层，也是捍卫执政的根基；捍卫基层，简政放
权的行政改革才有基石。
一句话，只有保卫基层和完善基层，才有&ldquo;小政府，大社会&rdquo;的可能和基础，才有社会和
谐的根本保障。
&ldquo;捍卫基层&rdquo;是中国改革再生产的一个善治选项。
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之间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边界。
政府对集体经济的放松规制和政策引导是有必要的。
基层的公共政治生活还是落实到&ldquo;老百姓当家作主&rdquo;和依法治理的轨道上。
基层能量的迸发有赖于基层组织的活力和民众的热情。
　　智慧在基层，活力在基层，让我们共同捍卫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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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捍卫基层：南海政经分离体制下的村居自治》将南海区南海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实践呈现
于读者面前，从农村综合改革到社会建设，围绕微观基础的重构这一主题，总结了基层10多年改革和
发展的经验。
全书分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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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观念之悖：“出嫁女”问题的深层内因　　说起来“出嫁女”问题，性别差异是最容易被作
为原因或是先决条件来讨论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在处理“出嫁女”问题上，用“男女平等”的说法来纠正这一传统观念的时候，遇到的阻力之大，是
超乎想象的。
如果说“出嫁女”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是这些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要彻底解决确实是不容易的，毕竟
一种观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村民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出嫁女'都已经嫁出去了，她们根本人就不在这里，也没
有为村子作贡献，为什么一分红就回来了？
这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村民反对的，是那些没有履行村庄责任和义务的那部分“出嫁女”。
那么，如果“出嫁女”一直在履行村庄的责任和义务呢？
“那肯定给她了，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也不好说不给她。
”那么，她的子女呢？
是否能承认她们子女的身份呢？
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村民并没有像前一个问题那么包容了，“那还是不行，必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
，否则分红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办？
”也就是说，从人情、道理上来讲，对于那些在村庄里尽责任义务的“出嫁女”，是可以承认她们身
份的，但是从利益分配上来讲，对她们的承认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否则就会导致来分利的人越来越多
，自己所得越来越少。
可见，所谓的“传统观念”，还是敌不过人情、道理，更敌不过逐利之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文化传统或是性别观念来解释“出嫁女”问题，仍是流于表面。
传统的性别观念是问题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更不是主要原因。
　　“出嫁女”问题所反映的深层次原因，更多地集中在民主法治观念上。
在“出嫁女”问题上，最常被村民用来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抗衡的，是《村民委员会自治法》。
村民认为，按照《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规定，“出嫁女”是否享受股权，应有多数村民表决通过，只
有多数村民都支持，“出嫁女”才能够享有股权。
但是，该法的另一条规定，即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
、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害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却被忽
略了。
这固然与缺乏相关的监管规定和机制有关，但更多的是当前存在的一种对于“民主”的误解。
在村民看来，由大多数人来决定事情，就是民主，由这一形式决定的事情，就是民意所向，应该履行
。
然而，民主并不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种形式，它需要有内涵支撑。
民主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少数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支撑
，不管是民主还是法治，都难以落实并真正起到维护所有社会成员权益的作用。
　　必须承认的是，观念的偏差固然是导致“出嫁女”问题反复的深层内因，但同时，相关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的缺失，纠错机制的缺位，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客观原因。
观念的改变，绝不是单靠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就能完成的，但是，若没有相关的制度设置，观念的改
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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