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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对于文化，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我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是一种文化情结，也是一种
乡土情结。在这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中，令我内心无比触动的是，中华文化之根就深深扎在农村。历史
上，中华文化最为辉煌的农耕文化，就是在农村，是由一代代勤劳智慧的农民创造出来的。每次走进
农村，我都会被农民的智慧和才华所折服，也会被一种淳朴和真实所感动。没有雕琢，没有刻意，不
同于任何一部正史的刻画，在每一个村庄，在每一个农民的身上，都能看到最完整的真实，都能领略
到最活泼的文化。在乡土文化情结中，令我无比牵心的是，农村文化未来的命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在一个曾经创造了辉煌农耕文化的土地上，农村文化的衰落与式微，已无法回避。在一些社会精英
的眼中，农村是文化的沙漠，农民是愚昧、落后的。久而久之，农村文化似乎也显出自卑的一面。在
与现代城市文化的碰撞、冲突中，农村文化几乎不做任何抵抗就“丢盔弃甲”了。一些地方的农村，
传统习俗已经难觅踪迹。人际关系中，弥足珍贵的传统亲情、乡情、血缘、地缘关系，已经变得不再
重要。农村文化面临的被边缘、被抛弃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可喜的是，随着农村改革发展走向“
深水区”，农村文化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作为一种共识，农村需要文化，新农村建设更需要
文化。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农村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甘肃文化出版社和我的
授业恩师李功国先生，将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列入“农家书屋文库·法律系列”丛书之
中，足见其眼光与智识。为农村做点什么，为文化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哪怕小得如同一粒微尘
，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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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文化建设的法治之路》内容简介：农民群众不仅要摆脱封建专制、“重礼轻法”等传统观念的
束缚，更要在“五五普法”的基础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知法律知识，善用法律武器，以真
正的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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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梦寒，女，1977年生。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律系，曾任兰州军区直属军事检察院检察员，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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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近年来，免费的公共服务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就文化教育领域来说，曾经收费的许多公共
服务逐步免费了——义务教育免费了、职业教育免费了、参观博物馆免费了、公园免费了⋯⋯而更多
的公共服务，一开始就以免费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如农家书屋的“免费阅读”就是这样。天底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为什么有免费的公共服务？我们知道，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
而公共财政是以税收的方式积累起来的。换而言之，公民在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前，实际上已
经通过税的形式付费了。这样，如果政府在推出公共产品的时候，还向公民收费，则是重复收费，有
行政牟利之嫌。一段时间以来，公民享受的许多服务都是收费的，如参观政府出资建设的博物馆需要
买门票。对此，博物馆收费的理由是，“以馆养馆”。具体来说，就是财政没有钱负担博物馆的建设
、维护、管理，需要收取门票来维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当国家财力紧张的时候，“以馆养馆”可
以保障经费的来源，又能促进公共服务的发展。当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公共服务另行收费有悖
公共财政的本意，而公共设施很大程度上成了部门甚至个人牟利的工具，以致于腐败丛生。 “收费思
维”、“收费惯性”是政府公共服务长期收费的一个伴生物。本来不该收费的东西，在一定阶段收费
之后，许多人似乎忘记它本来就是免费的。而长期收费的巨大利益诱惑、甜头，让管理者欲罢不能，
他们不想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抵制重新回归免费的轨道上来。一一般情况下，有的
政府部门只要提供一点公共服务，就想法设法要收费，不收费就不办事，就不好好办事。更有甚者，
有些政府官员脑子里先有收费圈钱的动机，再去物色所谓的“项目”，全然没有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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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虽创造了璀璨厚重的农业文明，但也遮蔽了更为广
阔的权利视野和独立的主体人格，以及人们对平等权的认知与追求。直至我国农业逐步实现现代化的
新时期，历史的那个幽灵似乎仍然盘缠难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中央数次召
开中央全会，专题讨论“三农”问题，先后发布了11个“一号文件”，以“强农扶农、支农惠农”为
主题，采取“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加快“三农”建设步伐，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经济收入大幅提高。但不容否认，截至今天，作为相对弱势的9亿农民
，仍面临土地承包与流转、综合与专项补贴、粮食与食品安全、婚姻家庭、赡养抚育、耕地保护、生
态污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人身安全等一系列挑战与困扰，农民权益的缺失依然是我
国农村法制化建设的瓶颈。“没有农村的法制化就没有中国的法制化，没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就没
有中国的民主法治”。由此，农民群众不仅要摆脱封建专制、“重礼轻法”等传统观念的束缚，更要
在“五五普法”的基础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知法律知识，善用法律武器，以真正的司法救
济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农家书屋文库·法律系列》丛书，以期
在农村法制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这套大型法律知识普及读本，以科学发展观
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和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对法律知识的新需求
编排内容，既考虑了法律学科知识内在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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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文化建设的法治之路》：农家书屋文库·法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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