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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探索

前行，逐渐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随着经济社

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我国的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不

断得到发展完善，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

我国的法制建设也不断完善，这是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

的保障，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

在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在不断

发展，一批又一批先进党组织、领导班子和优秀党员干部涌

现出来，他们以崇高的精神、无私的奉献、一流的业绩为党和

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民主政治，阔步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它标志着作

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起来了。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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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宪法的公布施行，掀开了我国人民民主全

新的一页。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由民主选举产

生。正因为这些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所以他们要对人民群众

负责，并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1954年，25岁的山西平顺西沟村村民申纪兰骑着一头毛

驴，赶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

条路，她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作为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党支部书记，申纪兰全心全意

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始终呵护着每一位群众。她带领群众植树

造林，引资金上项目，脱贫致富。作为第一届到第十一届的全

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每年都要在人代会上提出事关农民切身

利益的建议和议案，为农村和农民问题四处奔走。

（二）政治协商，汇聚智慧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

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深深植根在中国大地上。人民政协在历史大潮中

历练成长，并最终伴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政

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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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中，

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致公、台盟8个民主党

派和全国工商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不断为国家提

供有理、有据、高水准、可操作的决策参考。他们按照各自的

传统，团结了一大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丰富的议政资

源。每年年 初，他们根据国家的中心工作确定调研课题，随

后，一个个带着题目的调研组便开始奔赴各地，开始了新的参

政议政轮回。

2013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十天时间里，在一次次讨论中，观点

的交锋与碰撞带来共识，在一份份提案中，坦诚的诤言与灼见

汇聚力量。

1. 第一份提案——关切

清脆的鼠 标点击声中，一 份关注绿 色 农 业 发 展、署名

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通过全国政协的电子办公系统成功提

交，成为本次大会第0001号提案。

谈 起 这份提 案，全国政 协 委员、九 三学 社中央副主 席

赖明回想起自己和韩启德主席、王志珍副主席以及近二十位

九三学社社员，连续四年多奔波在四川、河南、陕西、浙江以

及东北三省等地农村调研的情景。

2. 第一次大会发言——坦诚

2013年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首次安排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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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周汉民委员走上讲台。他手中的讲稿上，红色铅笔写下

的记号，标出了哪里重读，哪里停顿，哪些字该读翘舌音、平

舌音……

“我是上海人，我担心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标准。”从周

汉民的话中，人们体会到一名政协委员对“言”的权利何等

珍视。

“限量”“限责”“限权”“限用”“限时”……“把收费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周汉民短短几分钟的发言九次被掌声

打断。掌声呼应的，正是一名委员的坦诚直谏。

从“ 重 霾 之下，谈 何 美

丽中国”的感言，到“改革与

危机赛跑”的警言，再到“推

动普及全民环 保教育”的建

言……大会发言过 程 中，掌

声一次次为周汉民的坦陈问

题、诚意献策而响起。

协 商 民 主 的 舞 台 上 ，

“言”是 委员履职的重要形

式。建言 献 策、坦诚 直 言更

是委员的重大责任。

“中国梦”寄托 着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 望，而

人民政协是 一 个大团结、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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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平台，我们相信新一届人民政协一定会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贡献更多的力量。

（三）塞上遍开团结花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

的制度。1955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

族自治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布成立。此后，广西壮

族自治区（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西藏自治区

（1965年）等民族自治区陆续成立。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就已

经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我国一共建立了五个民族

自治区。六十五年来，我国民族工作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

线——平等团结、繁荣发展。

在祖国的版图上，宁夏犹如一只舒展双翼的凤凰，依恋在

共和国的怀抱。宁夏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610多万人口中，

回族人口218万，约占总人口的36％。在贺兰山下，在黄河岸边，

“塞上江南”处处绽放着民族团结的花朵。

1.好的制度带来沧桑巨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宁夏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日臻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区以更广泛的权利。为贯

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宁夏先后颁布实施了140多件地方性法

规、条例和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团结进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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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发展。

好的制度带来了宁夏的沧桑巨变。20 08年，宁夏粮食总

产达326万吨，实现了由吃饭靠国家返销到自给有余的转变。

随着无线宽带网络连接到同心县偏僻的五道岭子村，宁夏成

为全国第一个“村村通互联网”的省区。宁夏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突破1000公里，每万人所拥有的高速公路里程也位居全国

前列。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促

进了各民族间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实践证明，这一

制度完全符合国情，符合宁夏实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

益，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2.民族大家庭，和谐一家亲

千百年来，在这块神奇的热土上，各个民族共同生活在

一起，早已水乳交融、不分你我。在宁夏，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故事广为流传。

海原县郑旗乡撒堡村回族妇女马志英，不顾病痛，以顽

强的毅力和慈母爱心，多年来救助抚养了回汉贫困女童，被人

们亲切地称为“回族妈妈”。就是这个温暖的“女生之家”，先

后走出了76名大学生。

在同心县韦州镇韦一村，回族妇女马兢花不离不弃，抚

养汉族弃婴“小风雪”的故事温暖着人心。1998年，已是三个

孩子母亲的马兢花，又抱回一个奄奄一息的残疾女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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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医生判了“死刑”

的 女 婴，在 她 的 精

心抚养下，创造了生

命的奇迹。

爱不 分 疆域，

更 不 论 民 族，马 志

英和马兢 花温暖 人

心的 举动正 是中国

多民 族团结和 谐的

生动写照。在宁夏，

无 论 走 到 哪 里，你

都 会 切 身 感 受 到

各族 人民的和睦团

结。站 在 新 的 历史

起点上，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一个民族团

结进步、经济繁荣发展、环境优美宜人、社会文明和谐、人民

富裕幸福的新宁夏，正向我们走来！

（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20 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

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正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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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式的“草根民主”

1980年前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些村民自发召开村

民会议，选举产生了村民委员会，制定了村规民约，负责全村

的公共事务。不久，村民委员会就有了法律地位，被写进我国

1982年宪法。从此，村民自治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村民自治的实践，使广大农民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开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新局

面。1998年，我国正式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广阔农

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同时，也使村民自治驶上了法制化的快

车道。

“18岁起，我在村里干了二十六年，经历了村委会组织法

从试行到正式颁布的全过程，感受了它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

化。”说这番话的蔡碧蓉，来自湖南省临澧县龙池村。从村团

支书、妇女主任干起，她成为村里首任“女村官”，村委会主

任、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里，有许多像

蔡碧蓉这样的村委会负责人活跃在田间地头。村民自治，土生

土长的中国式“草根民主”，成为中国广大农民最真实的“民

主操练”，逐步完善着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

2.村委会选举

村委会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

式之一。可以说，作为村级民主的起点，农民三年一度的村委

会换届“大选”，已在广大的乡村田野深深地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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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山东省东平县东平镇稻屯村的卜瑞祥带着小

女儿连夜坐火车赶回村里参加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为了参选，

上班的村民请了假，做生意的村民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还有十

多名像卜瑞祥这样专程赶回来的农民工。卜瑞祥说，像这样把

村委会换届选举当作大事的村民越来越多……

近年来，农村普遍开展了八轮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

民主选举的程序和步骤已为大多数村民熟练掌握。98%以上

的村委会依法实行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计票的方法得到

普遍运用，村民参选率达到95%。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

村民自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展开，从综合推进“四个民

主”到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自治组织逐步

健全，民主形式更加多样，民主自治理念更加深化，技术程序

日益完备，在改善农村社会治理、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二、依法治国，昂首迈向法治国家

（一）有法可依，立法飞跃

有法可依，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从新中国第

一部法律颁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中国

立法，风风雨雨，曲折前行，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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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旧立新，法治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废除了压迫人民的旧法统。1950年5月1日起实行的《婚

姻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

法正式颁布。在随后两三年的时间里，我国颁布了近1000件

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的法治建设迎来了春

天。随后，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 讼法》《民法

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

出台。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和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

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之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逐渐被确立

下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我国开始构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

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制定。在

这一时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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