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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材料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村纠纷处于多发期。

纠纷普遍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农村纠纷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的民事纠纷，或者所涉及

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农村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主体的社会纠纷。当前，我国农村

纠纷解决的方式，一是和解，是指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之间自行协调，化解分歧的一种纠纷解

决方式，通常被称为“私了”。二是调解，就是引入第三方，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对纠纷各方

进行劝解、说服、教育、协商，促使纠纷各方达成协议谅解、解决纠纷方式。第三方可以是双方

关系都较好的亲友长辈、村乡镇干部、当地人民调解员、政府机关调解部门。三是行政处理，是

指乡镇政府及行政机关派出机构(包括工商管理所、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综治办等部门)，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对纠纷进行处理解决。四是仲裁，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根据他们之

间订立的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仲裁委员会是非司法机构，一般由农村

行业自治组织的专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组成，其裁判结果对纠纷当事人有强制约束力。

五是诉讼，也就是“打官司”，这是村民导求解决纠纷的最权威、最有效也是最后的途径。这几

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各不相同，包括了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

了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材料二

新年伊始，家住 C 市 Z 镇某村的王姓老人一纸诉状将自己的几个儿女告上了法庭。王老人膝

下育有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按照农村的习俗，老人由两个儿子轮流赡养，各家尽着自己的本事，

相安无事。直到 2013 年底，大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种平和的状态就此被打破。大儿媳和大

孙子搬到 C市市区居住，他们认为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多有不便，于是提出将老人送往敬老院，

费用两家分摊。但是，小儿子提出按照农村的习俗，家有儿子而将父母送往敬老院是一件非常

“丢脸”的事情。所以，小儿子坚决不同意将母亲送往敬老院的做法。至于出嫁的女儿，由于在

传统观念上已经被界定为“外人”，所以也不便发表意见，大家就老人赡养问题经多次协商仍未

达成一致意见。出现老人生活无人照料的情况。村委会多次上门做工作，终无结果。最终，老人

把儿女告上法庭。

E 村村民老王和老李的老宅基地相之间有 1 米的公地。后来，老王将老屋拆除重新改建，占

用了两家的公地。邻居老李见势也不甘示弱，在老层改建中占用了剩余空地，致使两家的房屋紧

贴。老王认为老李新改建房屋设施严重影响其住房采光、通风，而老李则认为老王霸占公地盖房，

自己没有什么错。为些，两家多次发生争吵，虽然镇村多次调解，甚至对簿公堂，但双方各不让

步，导致纠纷一直得不到解决，积怨 11 年。经过村干部调解员长达一年的悉心开导，苦口婆心地

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讲法律，明是非，讲人情，双方当事人才转变了态度，你家道歉，我家让地，

握手言和。

2007 年，G 镇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老郭家的房屋因靠近公路被列为拆迁房。当时，老郭对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意见，多次与村委会协商未果，闹起了纠纷。此后的七年里，频频到乡镇、

市里上访，甚至闹访，一时间成为当地闻名的老上访户。2014 年，乡领导把此事作为重点，多次

找村、

镇、市领导协商解决。帮助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拆迁补偿款。终于使老郭在原先的宅基地

上盖起了 160 平米的大平房，马上就要开始内部装修，老郭心中积累多年的怨气也被化解了，逢

人就说：“政府是我们村民的知心人，我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2000 年，B 村将 92 亩土地租给本村一村种植水稻，签订的合同 2014 年到期。合同期满前，

该承包人在没有和村委会商议的情况下，私自跟村里的一合作社签订协议，将 92 亩土地的承包期

又签了 10 年。村委会要求按约收回承包地，当事人以已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土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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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过多次调解未果，矛盾不断加深。最后，村委会向奉贤区土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很

快仲裁结果下来，村委会如期将土地收回，村集体土地权益得到了维护。

加盖厂房，分别出租给 6 户企业。经过环境部门鉴定，这 6 家企业均属污染企业。“污染企

业一来，村里环境也变了。”6 家企业所在地，离黄浦江仅 200 米，四周都是村民楼房。“纸箱

厂、塑胶厂的机器一开动，油墨味刺鼻，在家都能闻到。”村民们不敢把衣服晒到外面，怕沾上

粉尘和味道，大白天也要关门窗。厂房排出来的废水直接流入村里的大明沟，“黑黑的，有味道，

老吓人的!”当镇村相关部门找到承租人和 6家企业经营者时，他们先是拒绝拆除，后又开始要价，

迟迟不愿搬迁拆除。最后，经过 5 个月的谈判、协商，才同意拆除，并与村委会签订了资产补偿

款协议书。

K 镇吴村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起因源于一场征地纠纷。几年前，吴村村委会和 K 镇人民

政府签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将村里的 246 亩集体土地租给镇政府开发，每年每亩租金为 1900 元，

租期 50 年。然而，某天一村民在省国土厅网站“闲逛”时，偶然发现吴村这些土地已经被出售给

了 J 市五金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怎么能出售呢?消息传开，村民拨打纪检监察和信访部门的举报电

话，并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 K 镇和 J 市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导致村民情绪激动，开始通

过堵路等形式表达诉求，并于近日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关于这场冲突，K 镇政府的通报是：X

日起，吴村部分村民因征地补偿及历史遗留问题，在 J 市五金公司门口聚集，用砖块拦截该公司

出入通道。X 日下午，有村民反映，五金公司准备组织 300 名员工清场。为避免双方发生冲突，

16 时，当地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清理现场路障，在这过程中

有村民起哄，一些村民互相推搡，造成镇政府工作人民梁某被村民投掷的石头砸伤头部，村民冯

某、霍某头部受伤，三人送医院经 CT 检查，均为皮外伤。

材料三

中国乡村社会向来推崇“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和处世原则，有着“排难解纷”、“息诉止

讼”的优良传统。明代思想家薛瑄曾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因此，千百年来，

中国农村纠纷最主要最常用的解决方式是调解。“无讼”、“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

（部分资料暂缺）古代的民间调解组织的形成、兴盛，形成了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等

调解方式。民间调解纠纷的依据主要是民间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礼仪礼节、家法家规、宗教规条、

村规民约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民间调解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人民调解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的纠纷化解机制，被西方人士称为“东方经验”。人民调解制度使指在人民调解委

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

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

众自治活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

解员由推选产生的人民调解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

材料四

“这老宅院早应该翻修了。”

“说的简单，翻修的钱从哪儿来?”

一大早，A 县东沟村村委会大楼里的吵闹声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围观。在一间挂有“矛盾纠纷

调解室”门牌的小屋子里，该村一对亲兄弟因为翻修老宅院的问题争执多日，早已被村调解员老

郝掌握并记录在册。这天，老郝专门请他们俩来调解室“吵架”，调解室里，几乎反目的兄弟俩

经过一番理论，在老郝的调解下，双方各让一步，最终互相谅解。

在村一级设矛盾纠纷调解室，是 A 县构建社会矛盾调解体系的重要举措。这个依托村社会管

理服务中心建立的调解室，有多名调解员，老郝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老郝为人正直，办事公道，

在调解室成立之初，被东沟村村民一致推选为调解员。这些“老郝”们负责信息搜集，掌握全村

的大事小情，并记录备案，开展调解工作。“能在家里说和的就到家里说，需要认真理论的，就

请双方到这里调解。”老郝说。自一年前调解室成立以来，东沟村未发生一起上访案件和民转刑

案件，所有的矛盾纠纷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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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A县把县、乡、村三级调解机构纳入“大调解”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将县、乡、

村调解机构的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为调动基层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A 县出台了

调解工作以案定补政策，同时，为夯实综治基层基础，落实好“大调解”工作，2014 年，A 县推

行“综治专干”制度，在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干部，主要负责基层矛盾的排查和

化解。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出台和落实，不仅激发了广大基层调解员的积极性，也使 A 县的“大

调解”队伍不断壮大。“综治专干”老赵是 A县法院一名法官，2014 年以来，每个周三他都要到

该县白家庄村走访一番。村里的调解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到这一天，调解室总会很热闹。

“碰上矛盾纠纷就现场调解了，如果没啥事，就给我们做一些法律知识的培训。”该村村民这样

告诉记者，“现在有个法官在咱们村了，有事情，事先就打听清楚了，还能有啥矛盾?”

老赵颇有感触地说：“其实坚持下来走一走，帮大家做调解，做咨询，就会发现，以前很多

诉讼原本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能做基层就地化解，所以越搞越僵，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

打官司，使司法资源更加紧张。”

为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2015 年，A 县在“大调解”工作的基础上，将“人民调解进万家”

活动与“党员干部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有机结合，开展了“人民调解进农村，千家万

户暖民心”活动，要求机关干部要深入一线，每人要入户 10 户以上，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各村

人民调解委员会牵头负责，调解员包户到人，入户宣传人民调解知识。在走访活动中要带着热情

走访，带着感情解民忧，带着责任求实效。每名干部进村前，都要与管理区、村两委干部结合，

了解各村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到党员、贫困户、留守人员家中，广泛了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每名调解员在入肩膀有要通过村民组长充分了解各户的具体情况，既要征求群众对人民调解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又要积极宣传人民调解的相关知识。真正听取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

要求，对群众反映好的调解机制要

及时向镇司法所、市司法局汇报，为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参考;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

民间纠纷，能当场化解的当场化解;不能当场化解的，要及时归纳、记录，想办法加以化解。

A 县人民调解员在这次走访活动中，发放人民调解知识宣传页 10000 余份，共化解各类纠纷

45 件，有力地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由于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

芽状态，使得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材料五

F 村是经济中等发达的一个南方乡村，有人口 3000 余人。近些年各种纠纷时有发生，当纠纷

发生后，村民们都会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解决呢?解决的效果如何呢?某媒体采取问卷调查和随机访

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发放了 200 份调查问卷，调查显示，当纠纷发生后，本村村民选择的纠纷解

决方式，首先是选择调解，其中找村干部(包括人民调解员)解决纠纷的最多，占 60%以上，找乡

镇领导调解的占 15%，找有威望的人调解的占 5%;其次是选择和解，也就是私了，占 9%。最后，

选择找相关行政部门解决的较少，打官司的更少，几年来，仅有 2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村民的叙述中，国家司法机构仍具有重要的位置。“法院”、“打

官司”、“派出所”、“公安”等是经常被提到的。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很多村民意识到，这些

机构“说了算数”。但是，大多数村民对于司法部门的印象是模糊的。很少有村民能指出当地最

近的法庭所在地。

记者了解到：F 村所在乡没有派出法庭的设置，而是与其它几个乡共用一个派出法庭，离 F

村大约二十里，单程车费大约 3 元，行程花费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乡司法所，配备了一名

工作人员，平时忙于应付一般的乡村事务工作，很少有纠纷被提交到这里来解决。

记者还了解到：F 村所在的县大致是一个乡一个人民法庭，但由于财政、人员以及其他的原

因，也有数个乡设一个人民法庭的。县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的或

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包括专科和本科;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复员军人。法官

队伍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村民大多不愿法院打官司，觉得打官司又麻烦又花钱，自己又不懂法。村民说，写个状子得

50 元，还得坐车到乡法庭;大老远的去了不一定找得对地方，找对地方材料还不一定能带全，带

全了还得排队。就是法庭判了，打赢打不赢也都得听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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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村民表示，遇到纠纷还是最愿意找村民委员会或其他村级班子调解解决。相对于 F 村

的总人口而言，该村的村委会比较简单。村干部主要包括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调解主任、计

生专干、民兵营长和会计。调解主任理论上专门负责纠纷的调解，但是据村委会主任介绍，一般

小事调解主任去，大事则大家一起支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住在同一个村晨。采访中，村委会主任和

村支书均表示，村民如果有事找他们，“打个电话，捎个口信就可以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村里

人都知道，而且村里的电话基本已经普及了。他们表示只要有人来找，不管风雨，都去。一般都

是晚上去，或者“就着其他的人都有空的时侯”去。

但是也有村民认为村干部只能解决一些“小事”，“大事”解决不了，只会“往上推”，村

民认为他们不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怕担责任”。

对村干部调节结果，村民一般还是认可的，但认为也有不公正的时侯。有时侯，村干部也会

有偏心啊!有时侯即使当面调解好了，事后也有反悔的，也会不起作用。

村干部 E 说，近些年土地承包纠纷、财产纠纷有所增加，这些纠纷涉及的政策性很强，村干

部和人民调解员解决起来也力不从心。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培训，了解相关政策，提高调解技巧，

都靠自己琢磨。

村调解员 A 说，自己平时工作也很繁忙，调解村民占用很多时间，全凭热心和责任心，没有

多少补助，有时侯还要自己贴钱。

很多村民指出，政府和法律管大事，出现严重的情况了才会来“管”。比如村民提到“只要

出现不正常的死亡情况，村里、乡里、公安机关等会主动来维持局面”，“问题解决不了就拖，

拖到严重了，上面就会来管。”

村干部 D 说，“近几年来，年轻人到外面找工的很多，村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如果有

大事，还是要找政府和法律解决。这也是农村社会的进步吧。一些村民也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但村民们很多不懂法啊。”记者了解到 F 村所在地乡镇法律服务所形同虚设，只挂了个牌子应付

上头。村里有一位曾经从事法律工作的老人说，邻村一位村民，儿子与人斗殴被抓进了派出所，

媳妇行为不便，这位村民在儿子被抓的当晚就背了媳妇到他这里来咨询怎样打官司。可惜周围懂

法的人不多。

记者了解到，F 村制定了村规民约，而且确实起到了维护本村秩序的作用。F村村规民约在制

定之后，通常村委会领导班子会让全体村民签字，然后由乡镇政府进行指导，如果有不合理的地

方，会提出建议，最后由村民大会通过。基本上，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是在法律框架之一制定出

来的，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传统习俗在村民发生纠纷时，也能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

F 村一位干部记者讲了一个实例：在 F 村有这样一个习俗，中秋节的时侯，家家户户为了表

示对嫦娥的敬意，会在睡觉之前放一碗水、菱角、水果和月饼在外面，等到第二天醒来，大人会

将贡品收起来给自己家的小孩吃，这样孩子就会变得聪明。有一年，一家小孩淘气，把另外一户

人家放在外面的贡品偷吃了，引起了主人家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纠纷。当时，这个纠纷就是根

据当地的传统习俗解决的。小孩的家长带着小孩去庙里敬香，以此向神灵和主人家表示自己的忏

悔，结果，双方很快就和解了。

但是，年轻人对村规民约不怎么看重，有些还不以为然。

材料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

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防范与处理是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其效果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直有着浓厚的重贤、尚贤的良好风尚，并由此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

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

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历史上，分布在广大乡村的一批批乡贤们借助自己的

威望、品行、才学，主动履行起了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

淳美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打理好本

族事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不少慈善、教化、纠纷解决等社会功能，很好地参与了乡

村社会的共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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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一直处于大的变动和调整中，尽管原有的乡贤文化和乡贤

群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已无法复原，但其作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对

待。现在农村也不乏一些优秀人才，如回乡养老的离退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

业家等。有专家呼吁：在国家致力于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之际，全社会应重视和发掘我们固有的乡贤文化，扶持并鼓励更多农村优秀人才积极参加乡村社

会治理，真正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家园。

问题一：请根据给定材料一和二，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农村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25 分)

要求：(1)内容全面，分析深入;

(2)条理清楚，语言准确;

(3)字数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二：请根据给定材料四，总结 A 县推行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农村纠纷的做法有哪些经

验?(15 分)

要求：(1)概括全面、准确，逻辑清晰;

(2)字数不超过 250 字。

问题三：假设你是 F 村的一名驻村干部，请你针对给定材料五中所反映的问题，就如何更好

地化解农村纠纷提出合理化建议。(20 分)

要求：(1)建议合理、可行;

(2)有针对性，条理清楚;

(3)字数不超过 300 字。

问题四：请以“德”、“礼”、“法”为关键字，结合给定材料，联系实际，自拟题目，自

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观点鲜明、正确，认识全面、深入;

(2)角度合理，符合实际;

(3)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语言流畅;

(4)联系材料但不拘泥于材料;

(5)字数 1000-12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