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片断·细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片断·细节>>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5101

10位ISBN编号：7509315107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赵信　主编

页数：2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片断·细节>>

内容概要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片断·细节>>

书籍目录

宪法：是幸福生活的保证劳动法：38年的磨砺婚姻法：为了婚姻自由村民自治是这样开始的从此可以
“民告官”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基本国策到国家立法“疑罪从无”是最后写进去的残疾人保障法：
残疾人的太阳“既各得其所，又和衷共济”  一回忆乌兰夫对民族隧域自治法的贡献治安立法50年：从
“条例”到“法”中国的民事权利宣言行政处罚法：因处罚“乱象”而生反垄断：竞争之必须著作权
法：在争辩中前行民诉法：先于实体法颁布食品安全法：从“讲卫生”到“讲安全”制定一部限制公
权力的法律很不容易  ——国家赔偿制度从雏形到立法信息公开中的保密法躲督法：20年“破茧而出”
给未成年人“心”的保护五十稿成就刑法典保护环境是国家大事“合同法立法进行得挺顺利”    ——
听江平讲合同法起草的故事妇女权益保障法：打老婆不是家务事突发事件——从热词到写进法律商标
法：跟着市场走第一次普选：涵盖5．7亿人让依法执业的律师挺直腰杆立法法：不让法律“打架”消
赞者权益保护法：话说“假一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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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从常委会会议到人大会议，再到常委会会议两个月后，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又连
续两天审议了村委会组织条例草案，委员们还是在村委会和乡政府的关系上存在分歧。
这时候，彭真提出一个倡议，并获得委员长会议同意。
他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原来是准备提交本次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我提议把它提交到六届人
大五次会议审议，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是八亿农民的一件大事。
”在1987年3月16日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联组会上，彭真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没有什么民主传统。
这问题怎么解决？
还是要抓两头。
上面，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认真执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下面，基层实行民主，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由群众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自己决定。
把村民委员会办好，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
这次常委会会议同意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提请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1987年3月25日，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彭冲（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提议，鉴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是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律，
建议改名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不出白益华所料，乡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问题还是最突出的分歧点，一个代表团中，常常出现针锋相
对的意见。
“有的说村委会可以协助乡政府工作，但不是它的腿。
有的说，现在建立基层自治组织条件不具备，它应当是政府的腿。
”白益华回忆说，当时很多省的主要领导想法不一致。
后来，还是彭真表态：村委会的性质不能变，这是坚持不坚持宪法规定的问题。
最后，鉴于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授权人大常委会进一步认真研究
，总结经验，审定修改后颁布试行。
真正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驶入快车道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
报告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框架，“凡是适合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
面决定和执行。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自己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
1987年11月12日至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再次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这一
次，意见比较趋同了。
11月23日下午，在举行联组会的时候，彭真的讲话语重心长：群众在一个村范围里面涉及到公共事业
、公益事业这个问题，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交给群众自己去办，怎么提出问
题，怎么讨论问题，怎么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全部交给群众自己去办，这样群众自己就一步一
步地学会了民主，养成民主意识、民主习惯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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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国庆60周年盛典，检察日报社编委会几经讨论，推出了《60年——共和国法制建设与公民法
律意识共同成长记录》大型系列专版报道。
这组报道寻访60部法律当年立法、修法时的参与者、知情人和后来的研究专家，法律实施过程中标志
性事件的亲历者，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述了新中国60年法治进步的一些细节和片段，显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的进程。
在选题讨论中，张本才社长提出了“共同成长”概念，即这组报道应该是“60年国家法制建设和公民
法律意识共同成长的记录”。
在发稿过程中，就有读者、业内同行，还有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对60篇报道是否编辑成书给予关注
。
李雪慧总编辑也说，编辑成书将是报社“一次成果的汇集”。
一张报纸，要想做人影响力，就应该在重大事件报道中，有自己的“大制作”；而作为一张法治类专
业报纸，从法治、从专业的视角去透视重大事件，这应该是其用心、用力所在；还有，要以读者为本
，采写的文章要好读，要让读者有阅读的兴趣。
道理并不复杂，关键是知行合一。
报社25名记者，历时两个多月，采访百余名当事人、知情者，辛苦成稿60篇——一作为这组报道的“
催稿人”，我切身地感受到，这是大家一次很努力、很有收获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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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细节:60年60部法律》是国家法制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共同成长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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