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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建设》

内容概要

《中国乡村建设》讲述了：在编辑的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所长
特地撰写了《专稿》，“纵观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
准则：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他对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
验的经典总结。具有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的村委会选举是目前我国各类选举中参与最广泛、竞争性最
强的选举，极大地推进了基层民主进程。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已影响
到基层民主的发展，为此，我们编发一组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文章，希望引起“特别关注”。随着世界
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踏上了返乡的归途，“农民工返乡潮”成为了社会的热门话
题。如何妥善应对，已成为一项颇为紧迫的工作。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的需要哪些政策措施？对农村
社会稳定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将对农村的未来发展产生哪些影响？《热点解读》的几篇文章从不同
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深度观察》的作者大多是知名学者，他们从耕地保护、灾后重建、金融危
机中的农村发展战略等多角度对当前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经
“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先生在《海外窗口》对越南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实话实说，他希望能够
引起足够的反思。此外，《乡村故事》、《一线纪实》、《星村纵览》、《县乡连线》、《调查报告
》、《政策问答》等栏目，实现了《想说就说》的自由，说出了《一家之言》的新意，不仅是我们的
主打栏目，更是我们的特色所在。如同无污染的绿色乡间土菜，带着浓厚泥土气味的《中国乡村建设
》，期盼能够带给读者们一份“农家乐”似的精神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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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建设》

书籍目录

专稿　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基本经验 特别关注：农村选举　村委会换届选举考察报告——对湖南省郴
州市几个乡镇的调查 　亿万富翁当选村主任之后 　“史上最牛村主任选举”散金26万惹争议 　我该
不该担任樱山县清河镇薛村村委会主任 热点解读：农民工就业　网文摘要：如何化解农民工就业难题
　农民工制度该何去何从 　外出务工大省湖南如何应对农民工返乡 　农民工返乡：危机与转机同在 
　用“海归模式”实现大都市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就业还须瞄准乡村大市场 　农民工返乡的创业
与就业 乡村故事　乡村打匪治霸的几个真实故事 大学生村官　新时期的大学生如何当好村干部 一线
纪实　“新麦客”：我们尚不熟悉的新农民 　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在家乡创业 　“以宅基地换房”天
津新农村建设的创新选择 星村纵览　山东省大白村“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仁建村的
专业合作组织之路 县乡连线村庄规划与农民住房占地的问题与对策警惕新形势下的土地流转变成实质
性卖地 步入深水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 乡镇计划生育突击检查中的尴尬 调查报告湖北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调查报告 深度观察中国岂能不保护耕地 李成贵四川农村灾后重建的问题与对策 经济危机下的农村
发展战略选择 从农民利益角度看新一轮农村改革 “农业社会化”到底是什么 海外窗口一家之言想说
就说政策问答《中国乡村建设》稿约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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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建设》

章节摘录

　　为什么从理论上来讲有诸多好处的“一肩挑”，在实践中却难以推广呢？　　一、制度设计有缺
陷，导致有事无人分担，矛盾集于一身。村里设有支书、主任、秘书、计生专干（兼妇女主任）四个
主要干部，支书、主任对村里工作负主要责任，遇事互相商量，责任分担，共同处理难点问题。“一
肩挑”只设三个主要干部，其中村秘书是一般是由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性情温和的人担任，他们自认
为是业务干部，不愿去承担行政工作。计生专干是妇女主任兼任，以计生工作为主，作为女性也难以
去分担更多的工作。虽然有的村也设有副主任，但报酬较低，不愿意多做事。没钱不做事，钱少少做
事，农村干部就这么现实。这样一来，大量行政事务、各种矛盾焦点就集中在支书兼主任一人身上，
使他忙不过来，难以应付。在这次选举时，那些原来担任“一肩挑”的村干部，主动要求支书、主任
分设。　　二、不利于平衡关系，导致工作难以开展。农村中选举村干部，实际上是各种势力之间博
弈（主要是家族、宗族势力），最终取得平衡的过程。杂姓村，会在人数较多的两种姓氏当中选出实
力人物担任支书、主任，其他的姓氏选出人来担任秘书、计生专干；同姓同宗的村，则会在不同房头
之间搞平衡，两个人数多、势力强的房头选出入来担任支书、主任，以求得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工
作上的互相支持。　　“一肩挑”则打破了这种平衡，落选的一方就会不支持对方的工作，甚至设置
难题，给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　　三、村干部不赞成。因为村干部工资是上面发，不要村里负担，
推行“一肩挑”，就少了一个拿财政工资干部，而村里的事务没减少，村干部就要多花时间去处理这
些工作，他们的工资并没有相应增加，自然不愿做这不合算的事。　　四、权力过于集中，难以监督
。不少村民、乡村干部说：分设时，村主任是财务“一支笔”，负责财务开支签字，村支书则起监督
作用。“一肩挑”是支书兼主任，权力太大了，大小事务一人说了算，村里的财务开支不好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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