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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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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第二节 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

第三节 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

第四节 村民自治



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一、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

（一）公共信息资源的基本概念

（二）农村公共信息资源服务组织模式

（三）农村公共信息资源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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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信息资源的基本概念

公共信息资源指由政府活动产生或由政府管理的各类社会静态

和动态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如人口数据、国民经济运行数据、行

政区域数据、各类行业统计数据、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数据、各级政

府活动、法律法规、历史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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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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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二）农村公共信息资源服务组织模式

1. 政府主导模式

2. 协会组织协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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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3. 科研教育系统与专业学会培训研讨模式

4. 农业传媒的立体宣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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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5.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6. 示范户带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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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7. 企业投资拉动模式

8. 生产企业+农资经销商+农户的完全市场经济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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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三）农村公共信息资源服务方式

  广播发布、农业电视频道、纸媒介传播、农业展会、信息服务

产品、科技下乡，科技大集、科技服务中介组织、专业协会和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传统农技服务机构、其他方式（互联网服务、电话

咨询、短信、无线网络服务、信息终端服务、触摸屏查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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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

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一）农村电子政务的特点

（二）农村电子政务建设模式

（三）农村电子政务系统构架

（四）农村电子政务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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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一）农村电子政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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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项目 农村电子政务 城市电子政务

文化基础 农村居民信息技术水平偏低 城市居民信息技术水平较高

基础设施 网络设施较差、投入少 网络设施较为完善，基础设施投入
多

地里位置 农村居民地里位置分散 城市企业和公众相对集中

建设内容 农村居民侧重于更多农业生产、
生活、涉及的信息与行政审批

内容广泛，涉及行政审批、卫生、
教育、职业、法律、税务、金融等
方面

建设进度 分阶段进行，时间跨度大，建设
周期长

进展更快，建设周期相对较短

建设途径 优先发展电子商务，以电子商务
带动电子政务，最后“政商分离”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府协同发展，互
相促进，电子政务略领先于电子商
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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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二）农村电子政务建设模式

1. 社会化模式

       指在农村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在政府主导下，调动和利用社会

多方力量（如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等），综合多方实力（理念、管

理、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共同来推进和完成农村电子政务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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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1. 社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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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2. “先商后政”模式

    农民需要获取准确、及时的科技信息和市场信息，使农民快速

致富。“先商务后政务”的方法不仅能够解决电子政务所需的资金

问题，还使农民能够对电子政务有所了解和熟悉，使农民逐步接受

和使用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平台不仅是一个信息平台，同时也是一个交易平台，

通过“先商务后政务”的办法不仅能解决电子政务所需的资金问题

，也使农民能对电子政务有所了解和熟悉，使农民逐步接受和使用

电子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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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三）农村电子政务系统构架

     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

——以县为中心，建立电子政务数据中心、交换中心和管理中心；

——通过县-乡-村这个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实现县-乡-村的集成与整合；

——政府外网门户是面向公众用户的动态信息管理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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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三）农村电子政务系统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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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村电子政务系统构架结构图



二、农村电子政务管理

（四）农村电子政务实施办法

       对于经济发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的现代乡镇，可以直接按照上面

介绍的电子政务的基本框架进行；对于经济落后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

采取其他运作模式。

（1）公共信息服务站模式：在乡镇设立信息站，为农民提供政府、企业、

家庭及个人的各类信息服务。

（2）“农户+基地+公司”的大户带动模式：通过大户或协会来带动农民

实践电子政务。

（3）借助一些声讯、短信等其他手段实现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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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

一、社区的内涵

      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内在结构关系和共同意识，并相互

作用着的人民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固定的地域、由特定的结构

关系结合的人群、共同的文化意识和心理认同、相应的管理制度、

组织机构、权利体系和生活服务设施是构成一个社区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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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

二、社区的本质及其特征

（一）社区的本质

➢ 是人民生产技术及其相应生产方式变迁的结果。

（二）社区的特征

➢ 是一定人口的生存和社会互动场所

➢ 是一个社会关系体系

➢ 是一个功能完整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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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

三、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

（1）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

平相比，农民今天仍是低收入阶层，且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2）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且在新的复杂发展环境下，影响到了党和政

府在农村地区群众中的威信。

（3）事实证明，过去30多年农村的发展方式，难以彻底改变我国农村社会

建设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和技术落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的现

实，也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4）农民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这也对国家在农村的发

展方式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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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

四、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性的主要途径

（1）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坚持实事求是”作为基本原则

（2）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整体科学规划”作为起步要件

（3）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强化产业支撑”作为第一要务

（4）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关键措施

（5）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领导班子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6）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治本之策

（7）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壮大集体经济”作为有效途径

（8）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农民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

（9）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强化主导作用”作为重要保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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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村社区突发事件管理

一、农村社会突发事件概述

（一）农村突发事件概念

       指一系列严重危害农村社会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及广大农民财产安全的社会政治经济及自然现象。包括社会紧

急事件、危机事件和灾害事件。从发生的领域可以分为政治性事件

、经济性事件、自然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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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村社区突发事件管理

（二）农村突发事件的特征

—— 农村社会经济事件的特征

紧急性、突发性、威胁性

—— 农村社会危机事件的特征

扩散性、社会性、非程序化决策、组织危害性

——农村重大灾害事件的特征

种类繁多、集中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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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村社区突发事件管理

二、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

（一）社会突发事件管理概念

（二）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的基本内涵

（三）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的内容

（四）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原则

32



第三节 农村社区突发事件管理

（一）社会突发事件管理概念

指政府、民众和各种除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面对社会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表现，以及在危机事件和威胁消失之后，为恢复社会

秩序、减轻事件损失、查清事件原因、追求预防与应急处置责任、

制定并实施新的预警预防措施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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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

（二）社会突发事件管理的基本内涵

1 、从政府的本质特征看，维护农村社会公共安全是各级政府的首要责任

2 、从政府的职责看，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

3 、从政府职能转变看，加强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是建设型政府向服务

型政府转型的客观必然

4 、从政府的能力看，只有政府才具备在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中承担领

导责任和主要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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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

（三）社会突发事件管理的内容

1、 树立农村社会突发事件危机意识管理的新理念

2 、实施农村社会突发事件危机意识的教育与普及

3 、建立和完善应对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的法律制度

4 、开展农村社会突发事件预警、预防、预控管理

5 、开展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控制管理

6 、构建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

7 、积极开展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的善后管理

8 、推动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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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

（四）社会突发事件管理原则

1、 以人民生命为重的原则

2 、迅速恢复和维护稳定原则

3 、统一指挥听命令原则

4 、全局安全原则

5 、依法处置农村社会突发事件原则

6 、当地领导负责原则

7 、妥当善后原则

8 、预防与处置并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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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村民自治

一、村民自治概述

二、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

三、村民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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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村民自治

一、村民自治概述

（一）村民自治的概念

       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

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民

自治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具有三个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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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村民自治

一、村民自治概述

（二）村民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依法自治原则

——民主自治原则

——渐进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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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村民自治

二、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

（一）村民小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

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

（二）村民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分局需要设人民

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村委会下属的三个委员会可以由村

委会成员担任，也可以聘用专职人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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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村民自治

三、村民选举制度

（一）村民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直接选举原则

——无记名投票原则

——差额选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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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村民自治

三、村民选举制度

（二）村民选举的法律程序   

——设置选举组织机构

——选民登记

——提名候选人

——竞选

——投票

——记票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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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傅家镇大徐村徐某拉票贿选问题。2017年10月25日，大徐村徐某为竞选村

委会主任，成立非法组 织大徐村临时选举委员会，承诺给帮忙人员每日发放100元报酬

。另外，徐某与其弟商量在重阳节期间以其弟公司名义给该村55岁以上村民发放福利，

以达到拉票目的。10月31日，傅家镇人民政府依法取缔徐某成立的非法组织，取消徐

某等人本届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竞选资格，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浙江省天台县洪畴镇福丁村戴某拉票贿选问题。2017年2月6日，福丁村村民戴某

在福丁村微信群“快乐创业下丁之家”（群内共有123人）中发放红包60个共100元，为

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进行拉票。戴某被取消本届村委会主任竞选资格，公安机关作出对

其行政拘留7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巨城镇会里村党员赵某在换届选举期间宴请党员问题。2014

年11月5日，会里村党员赵某甲（系候选人赵某乙之兄）召集本村部分党员到阳泉市某

火锅店吃饭，赵某乙、梁某等16名党员参与吃请。平定县纪委给予赵某甲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巨城镇党委取消赵某甲、赵某乙、梁某3人村党组织成员候选人资格。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违法违纪案例

——拉票贿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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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安丘市景芝镇启文村原村主任王某造谣诽谤他人问题。2017年7月30日，启

文村召开党支部委员候选人民主推荐会期间，王某为阻止现任村党支部书记连任，以发

放小字报的方式造谣诽谤。安丘市公安局给予王某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2017年8月，

王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淄川区罗村镇千峪村陈某等人污蔑诽谤他人问题。2014年9月19日，千峪村时任村

书记王某到派出所报案称，村里张贴有污蔑诽谤他的大字报。经查实，该村村民陈某、

杜某、张某三人为给村书记制造影响、使其在“两委”换届选举时落选，分别于2014年

9月18日夜间和25日夜间在本村不同位置，张贴大字报110余份，三人对公然诽谤他人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2014年10月31日，淄川区公安分局依法对其三人行政拘留。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违法违纪案例

——散布谣言、诬告陷害类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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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上网搜寻近几年来，发生的村民贿选

的案例，阐述该事件，分析这件事发生的原

因？如何规避上述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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