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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市将根据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安排，首次同步进行村民委员
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居）换
届选举。这也是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的
第一次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为了更好地
掌握社情民意，有针对性地指导村居换
届选举，市民政局通过村居走访、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深入各县市区进行了专
题调研。

透视镜：基层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状况

目前，我市共辖8县1市3区，167个
乡镇、34 个街道，3197 个村委会、431 个
社区居委会，其中城区社区247个，乡镇
社区184个。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基层社
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社会流动性加快。户籍制度刚性几
乎被打破，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非户
籍居民大幅增加。非户籍居民的参选问
题日益凸显。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社会精英
离开农村，“三留守”群体持续扩大；农
村人口素质变差，活力不足。

农村社区建设深入开展，部分农
村社区经济活跃，外来人口也进入发
达农村。

城乡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居民服务
需求更加多样，乡镇、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明显滞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难以适应。

农村组织化程度底，组织向心力弱
化，管理难度加大；市场经济中的负面
影响扩展到基层，居民群众维权意识强
等等社会状况，都将是村居换届选举工
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多棱镜：村居换届选举面临新难题

在基层民主自治深入发展的同时，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和困难不可避
免地浮出水面。村居换届选举面临以下
需要预防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合并村工作存在遗留矛盾和
问题。2015 年以来，随着乡镇区划调整
改革和建制村合并，建制村的人口增
加，人员结构复杂化。竞选对象的增
多、村干部职数的相对减少，也使竞争
更趋激烈。原来的小村合并到大村后，
由于村民之间的亲缘关系尚未形成，难
以保证小村村民选进村支两委，对维护
原小村村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有一
定的影响等。

二是村民自治有关法律规定缺乏可
操作性。对贿选、破坏选举等违法行
为，没有明确界定也没有具体的处罚措
施，没有规定法律的追诉时限。对于怎
样保障村民的权利，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的事项个别村干部或村民不执行怎么
办，执法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等问
题，还存在许多急需完善的地方。

三是部分居民群众、村（居）干部的
法律意识淡薄。一些村民漠视村居民主
选举的重要意义，不能正确处理长远利
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
关系，往往是一包烟、一杯酒就可以改
变他们的初衷，对选谁持无所谓的态

度。特别是合村后，一些担心换届不能
再当选的村干部存在抵制情绪，甚至可
能无视法律法规要求，干预换届选举。

四是一些历史矛盾被别有用心的人
加以激化、利用。在临近选举之时，某
些人为笼络人心，将姓与姓之间、村与
村、组与组之间一些历史遗留矛盾重挖
出来，或挑拨离间村居民与现任干部的
关系，以此达到打击竞争对手、维护自
己私人利益的目的。

五是选举程序复杂，造成选举成本
过高，加重了村级经济负担。从产生
村选举委员会到正式选举都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召开大大小小各
类会议。部分村居往往不能一次顺利
选举成功，一般都要经过全民投票 2 至
3 次，甚至 3 次以上，村居委会成员才
能全部被选出来。个别村居经过多次
选举，也选不出完整的村居班子，不仅
增加了选举经费支出，也影响到了村居
的和谐稳定。

六是宗族派系、黑恶势力、贿选等一
系列不良现象的出现。在宗族意识较浓
的村，村委会主任的角色成为各家族争
夺的焦点，能否成为村主任，更成为一
个家族势力的重要标志。一些新崛起的

农村富人，为维护自己现有的经济资源
或者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资源，也催生
了权力追求上的“贿选”行为。

望远镜：多管齐下，确保顺利换届

为确保村居换届选举顺利进行，市
民政局根据所调研的情况，提出了以下
建议与对策。

切实做好村级换届选举前期准备
工作。各县市区要以乡镇为主体，深入
村组调研，摸清社情民意。乡镇（街道）
要通过排查，摸清“难点村”和“重点村”
名单，分门别类制定整治预案，做到一
村一案，因村施策，整治措施得力，确保
整治到位。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和多
媒体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
规，强化村居民的法制观念和大局意
识，推进基层民主。科学制定村居换届
选举方案，适当增加村居支“两委”职
数。要把村居支“两委”干部在合村工
作中和后续工作中的履职情况作为村
居换届选举时村居支“两委”干部选任
的重要依据。

完善选举规程，制定村居换届选举
实施办法。各级党委、政府要根据相关
法规要求，结合实际，制订与本地相适
应的实施办法。如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
和回避原则，直属亲属不得同时担任村
选举委员会成员和不得同时作为村委会
候选人。按照“年轻化”的原则，村委会
成员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岁。应明
确由乡镇（街道）党（工）委审定村居委
会候选人资格。在推选候选人时，可采
用“自荐报名参选”方式。在换届选举
前，组织村支两委述职评议活动。通过
评议，不合格的村居支两委干部不得作
为下一届村居支两委候选人。各级党
委、政府都要成立村级换届选举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成员单位职责、权利和义
务，分工合作，相互协调，各司其责。

针对贿选及黑恶势力控制选举现
象，出台对违规违法、扰乱选举正常秩
序的具体处罚办法。目前，对破坏村级
选举的不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仍过于笼
统，可操作性不强。有关部门应结合当
前实际，出台具体的处罚措施，规定法
律的追诉时限，以此来规范村级选举中
的竞选行为。公安、司法部门应加大力
度打击农村的黑恶势力，协助维持好选
举秩序。

将村居民委员会的换届置于党组织
换届之后，并由党组织领导村居换届选
举工作。这样既可以提高村居“两委”
交叉任职比例，又可树立基层党组织的
威信。

完善相关考核评价制度，实行年度
考核评议。按照“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
范单位”和“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标
准和要求， 建立村居支两委目标考核
和述职评议制度，推行公开承诺、述职
考核、监督评议等办法。建立健全不合
格村居干部调整制度，连续两年被评定
为“不合格班子”的村居党组织书记、村
居主任和连续两年被评定为“不称职”
的村居干部，要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依
法罢免或撤职，违法违纪的要依法依规
处理。

强化培训，提高执政能力。针对新
当选村居干部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
县、乡镇（街道）两级应当制订计划，加
强培训。对村居干部的培训要做到经常
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培训方法要多样
性和实用性。切实增强村居支两委干部
的政策观念、法制观念，提高善做群众
工作的本领，学会用经济的、法律的手
段解决群众纠纷和社会矛盾。

三个镜头下的村居换届选举

2月13日至14日，全省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在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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