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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B0_88_E7_c26_247740.htm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

费改革全面推进，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

重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减

轻农民负担工作也由重点“治重”、“治乱”转入巩固农村

税费改革成果、有效防止反弹的新阶段。但是，当前减轻农

民负担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干部产生

了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民负担的监管；有的地方巧

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各种集资、摊派现象有所抬头；

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

等问题；在征地和安置补偿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仍

比较突出。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农

民负担反弹，不断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经国务院同意，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

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进程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

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糊认识及盲目乐观情绪

，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强化监管措施，

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标本兼治

。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治本工作力度，

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又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

管理，控制农民负担增加。二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在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中，既要引导农民对直接



受益的项目出资出劳，把国家投入与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防止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违

背农民意愿，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坚持推进基层民主。通过

逐步规范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强

化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

。四是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加强教育，着力构筑防止

农民负担反弹的思想和工作防线，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二、进一步明确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重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

继续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监督管理工

作范围。当前，要重点做好五方面的监管工作：一是规范涉

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

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

村集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

排涝排渍收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实行重点监管。同时，

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册外地”、草地等方面

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范围。三是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

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防止将“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

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四是开展

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

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五是做好对

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

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管范围。 三

、认真落实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 各地要进一

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收、价格及收费“公示制”，适时更新



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除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统一公示外

，涉农收费单位要在收费现场进行公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

教育收费“一费制”，对实行免学杂费的地区，除按“一费

制”规定的额度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和寄宿学生住宿费外

，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对享受免费提供教科书

的学生，不再收取课本费。乡镇、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

公费订阅报刊要严格执行“限额制”，坚持自愿订阅原则，

严禁摊派发行。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

责任追究制”，坚持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进行通报，进

一步完善预防和处置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四

、重点治理农民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深

入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建房、农村土地、殡葬、计划

生育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治理。农村中小学校向学

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原则，不得强制服

务和强制收费，不得向学生收费统一购买教学辅导材料和学

具，不得要求学生统一购买校服、卧具。严禁向农民家庭承

包的土地收取土地承包费。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抓好农

民普遍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问题的专项治理。继续

选择农民负担重的县(市、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检查、处

理、整改全程监督。 五、严格规范村级组织收费 开展对村级

组织乱收费行为的专项治理，严禁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

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违反规定的要坚决纠正。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要提供必

要的工作经费，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经费的缺口转嫁给村级组

织。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村级组织

运转资金补助力度，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确保五保



户供养、村干部报酬和村级办公经费等方面的支出。村级补

助资金要专款专用，确定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村，防止

“跑冒滴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进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必

须量力而行，不准向村级组织摊派、集资或强制要求村级配

套。严禁村级组织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押金、

违约金、罚款等不合法方式来约束村民、管理村务。 六、健

全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形式的村民民主议事机制 各地要认

真总结经验，按照群众急需、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

策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范围和标准，逐步建立以

政府补助资金为引导、筹补结合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

建设投入新机制，引导农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自身生

产生活条件。在推进“一事一议”中，各地要积极探索加强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新途径。所议事项要符合大多数农

民的需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议事过程要坚持

民主程序，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实施过程和结果要让

群众全程参与监督，筹资筹劳的使用情况要透明公开。强化

财政投入与农民投入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奖代补

、项目补助等办法给予支持，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 七、

完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机制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民负担

监督卡、项目审核与监测等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将农民负担

监督管理与农村土地承包、农村集体财务和农村审计等管理

紧密结合，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强化农民负担信访管理

，畅通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渠道，建立健全信访受理、督办

、处理和反馈制度，做到受理及时、督办得力、处理到位。

强化农民负担检查，实行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检查与回访

、明察与暗访、检查与处理相结合，不断提高检查效果。强



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重点查处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

、截留平调挪用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以及其他涉及农民负

担的案(事)件。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对涉及农民负担的

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办法。 八、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

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

工作制度，层层落实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继续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强化分工

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加强调查研究，积极研究探索

新形势下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加强法制建设，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监督管理农民负担。各地

要制定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考核办法，逐步形成制度，

重点对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涉农收费监管、农民权益维护

、制度建设、案件查处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减轻农民负担工

作成绩突出的，要进行表彰。对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地方或

单位，要实行重点监控，限期整改，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

项政策落到实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