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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农业税后山区干部群众的心态初探及其建议 

阎荣安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85】【字号：大 中 小】 

 

      2005年，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先行试点的安徽省开始全面免征农业税。千年“皇粮国税”的终

结，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工作的格局，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

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中，反响强烈，流露出种种心态。把握这

些心态特征，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群众对全面免征农业税后的认识和态度、愿望和要求，对在全面取

消农业税的新形势下正确决策，更好地做好农村工作很有益处。为此，笔者对安徽省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的山区县——金寨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 

 

      一、山区干群对全面免征农业税的心态特征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结合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爆发了立夏节起义

和六霍起义，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主力红军的主要发源地，从而成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

县。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著名的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中的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均建在境内。因此，

金寨是集老区、库区于一体的山区县。全县面积3814平方公里，山场426万亩，耕地33万多亩，现人

口64.4万，其中农业人口56.2万人。“八山半水半份田，一份道路和庄园”是其基本地貌特征。 

 

      自安徽省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金寨县和全省一样，于2000年取消了“三提五统”（村提

留、乡镇统筹）和“两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2004年减征农业税，今年又全面免征农业

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金寨山区干部群众对今年全面免征农业税流露出种种心态，主要有： 

      第一、高兴感激心理。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2006年将在全国免征农业

税，安徽省提前到2005年免征农业税，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普遍感到高兴。很多农民感叹，“皇粮国

税”交了几千年，已经是天经地义，习以为常，真没想到也能免掉。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共产

党真了不起！普遍流露出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感激之情。乡村干部更是兴高采烈。

他们高兴的是减轻了工作量，不再找农户收税要钱受气受累，不再担心因税收任务完不成而扣罚工

资，甚至用黄梅戏腔调唱出了“从今不再受那要钱的苦”的心声。干部群众一致认为，现在上级对

农业、农村和农民越来越关心重视，农村政策越来越宽松惠民，农村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全面

实现小康越来越有信心。 

 

      第二、厚彼薄己心理。免征农业税，不少干部群众一方面赞扬中央和省里的惠民政策，一方面

又流露出耕地多的农民得的实惠多，耕地少农民得实惠少的抱怨。他们反映，近年来中央出台的种

粮补贴、良种补贴及免征农业税等政策，按每亩耕地种粮补贴14.2元、良种补贴15元、农业税及附

加免征45元左右计算，每亩耕地增收减支达74元左右。产粮地区按人均耕地 2 亩计算，人均可得补

贴和减少支出 150元左右。加上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粮食市场价格与2003年比上涨了一倍左右，

耕地多的种粮农户深受其惠。如与金寨邻近的产粮区霍邱县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151元，较上

年增长了34.4%。而金寨人均只有半亩多耕地，人均可得补贴和减少支出只有36元左右。梅山、响洪

甸水库周边的十多个乡镇人均不足3分耕地，享受的补贴更少，有地农户人均只有几角钱，最少的只

有几分钱，还有一部分农户无耕地得不到补贴。因此，群众受益不多。去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921元，较上年增长16.3%，增幅不足霍邱县的二分之一。群众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没有一

碗水端平，一直在向产粮地区倾斜，让产粮的平畈农民吃了肉，缺粮的山区农民只喝了汤，没有耕

地的农民只闻了香。 

 

      第三、重视土地心理。金寨的耕地在土地承包中，都没有收取承包费。随着与土地挂钩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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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五统”、“两工”和农业税的免收，不少干部群众认为，现在国家将土地不只是白送给农民，还

倒贴钱。等于是国家把土地交农民保管，还给“保管费”。在“只要有土地，等于自己的，不要白

不要，要了有补贴”的现实面前，农民对承包土地格外重视。原外出务工农户自己承担税费，将土

地无偿送别人耕种的现象没有了，纷纷收回，生怕别人长期耕种而不愿返还；一些农户因不愿返还

代耕的田地而与原土地承包户产生纠纷的现象明显增多；原搁置的土地边界纠纷重新升级；原库区

移民感叹淹没土地吃亏了；一些农户提出，我现在生的孩子没有土地，孩子20多岁结婚夫妻俩仍没

有土地，生了孩子，就是只生一个孩子还是没有土地，要等30年才有土地，这不公平合理，这30年

靠什么生活？要求适时调整土地的呼声增高。 

 

      第四、得不偿失心理。一些农民认为，上面政策好不好，要看农民得多少。虽然上级出台了不

少惠农政策，但重点是向产粮地区倾斜，山区农民得到的实惠不多。整体算账，是得不偿失。如金

寨补贴加免税全县人均增收减支得到的实惠为36元，但金寨农民人均产粮只有450斤左右，人均年需

购粮250斤左右；而水稻价格由2003年的每斤0.4元涨到0.8元，全县人均购粮增加支出100元左右，是

得到实惠的2.8倍。在人均耕地不足3分、产粮不足200斤的十多个库区一线乡镇的近27万农民，人均

购粮支出增加200元以上，增加支出是所得实惠十倍以上。当产粮地区农民为粮价上涨增加收入而高

兴时，山区缺粮农民却为粮价上涨增加支出而忧心。此外，还有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

的涨价，无形之中，山区农民比原来多掏了票子。感到政策变好了，可日子难过了。 

 

第五、上好下歹心理。一些农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和省里对农民是关心的，出台的政策爱

民、英明，如取消“三提五统”和“两工”是中央和省里决定的，给农民各种补贴也是中央和省里

决定的，免征农业税还是中央和省里决定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但感觉到温暖。而基层对农民

关心的不够。县里干部尚能逢年过节到困难农户送物送钱看望，乡镇干部到农户则主要是结扎上

环，“大盖帽”到农户主要是处罚要钱，群众办事找来找去难上难。这些基层干部，经常能看到，

但心里是凉的。总觉得中央和省里是青天，到下面就变了样，基层干部不如上级领导好，希望基层

干部能多为群众办些实事，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而基层干部也是牢骚满腹，他们既高兴上级出台

惠农政策，又担心出台要增加基层支出和减少基层财政收入的惠农政策。山区县乡镇财政大多债台

高筑，金寨乡镇平均负债400多万元，工资难发，运转难保，想为群众排忧解难因财力不足而难以满

足群众的要求，因而群众不满意。基层干部说，上级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都会当好人，弄得基层干

部里外不是人。 

 

第六、依赖期待心理。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民负担不断减轻，国家提供的退耕还

林补贴、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村义务教育贫困学生补贴、农村道路修建补贴等等相继落实，农

民对国家的期待依赖心理在随之增强。全面免征农业税使农民长期形成的等靠依赖心理进一步强

化。一些农民认为，国家现在这也补贴，那也补贴，现在连“皇粮国税”都不收了，这说明国家真

正富了。也难怪干部公款吃喝每年都是两千个亿，买车游玩也是上千亿，把这些钱省下一半给农村

搞建设，要不几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农民直接受益的水库、塘、堰、坝、渠等水利设

施的维修大多是等政府拨款，不拨款，就不修，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农民筹资维修的很少。一

些实在不能等不得不修的工程农民自己筹钱修了，也是心存怨气，埋怨政府和干部不关心群众的困

苦。由于存在依赖思想，不少农村农田基础设施毁坏失修，农业抗灾能力在减弱。 

 

第七、担心怕变心理。不少干部群众对全面免征农业税等惠民政策在感到喜悦的同时，又对当

前农村工作的现状感到担心。一是担心不收农业税会使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县乡镇政府“雪上加

霜”，机关学校难以正常运转，原政府欠债不能偿还。尤其是一些乡镇为保运转让干部公款私借

（让干部到金融单位用私人的名义借款交乡镇财政使用）、私款公借（政府给干部下私人借款任

务，政府出据向私人借款）形成的债务，使干部和债权人十分不安。二是担心免征农业税后，学

校、公安、司法、法庭因财政保障不足而进行布局调整，造成农村孩子上学难、农民办事难。三是

担心物价上涨和高收费，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增加农民支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四是担

心乡镇机构精简，人员分流。乡镇干部人心惶惶，不知路在何方，担心老无所养；村干部担心将乡

镇干部分流到村挤占“村官”的位子；农民担心乡镇干部分流到村工作强化管理扰民。五是担心政

策变。现取消和免征的农业税费和“两工”都是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现在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宣布

废止，说不定哪天又变回来。对这些政策能坚持多久心存疑虑。尤其是乡镇村干部担心，如果再变

回来让干部来收税费，那就太难了。 

 

二、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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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区干部群众的心态特点，笔者对在新形势下有针对性地做好农村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注重惠农政策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各不相同，但农村政

策的制定应统筹兼顾，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一是要兼顾农民受益的相对均衡性。中央近年来出

台的惠农政策，产粮区农民受益较多，因而山区农民产生了厚彼薄己心理，感觉上级政策没有一视

同仁。今后应出台一些使山区农民受益多一些的惠农政策，使各地农民皆大欢喜。二是要考虑山区

情况的特殊性。我国国土60%以上是山区，山区改善交通、通讯、通电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投入和生

产生活的成本远远高于平原地区，这是山区大多是经济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客观原因。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而难点在山区。因此，中央和各省应把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摆上重要位置，

出台更多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山区道路、电力、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尽快改变

山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山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第二、切实消除山区缺粮农民因粮食涨价所增加的负担。山区缺粮农民在粮食价格上涨后既增

加了经济负担，也增加了心理负担。从山区农民“得不偿失”和“重视土地”的心理看，粮价上涨

大大增加缺粮农民的支出，极易诱发缺粮农民尤其是库区移民的返贫和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影

响脱贫奔小康的进程。因此，中央和各省应把山区的粮食问题既当作经济问题，也当作政治问题来

解决。建议实行缺粮农户粮食补贴制度，即对价格上涨给缺粮农户增加的支出给予合理的粮食补

贴。其方法是，根据原农业税清册，对人均产粮不足350公斤的差额部分给予补贴，补贴标准由现市

场价格减去原农业税计税价格之差确定，公开直补到农户，消除山区缺粮农民因粮食涨价而增加的

负担。另外，要继续实行和完善山区的退耕还林政策。中央出台的退耕还林政策，使每亩林地每年

可获得300斤粮食和20元的补助，是解决山区农民缺粮的有效措施，深受山区干群的欢迎。但退耕还

林工程指标有限，且没有继续在这里实施。干部群众迫切要求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增加退耕还

林指标，及时兑现补助粮款，充分发挥退耕还林政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的完善工作。从农民重视土地的心理可以看出，全面免征农业税加剧

了农民“寸土必争”，这是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土地纠纷调

处和土地承包的完善工作。一是要下决心解决耕地、山场承包界线不清的问题。山区的山场承包大

多是指山定界，十分模糊，纠纷很多，要集中人力和时间，趁当年指山的老人还在时将这些问题解

决掉，不留后患。二是要做好农村二轮土地承包的善后工作。要认真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法、规范，给农民吃“定心丸”。三是建议加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政策的研究。笔者认为，村里不仅对承包户因户口迁出或死亡可终止承包合同，

对承包户有利用土地进行种植毒品等犯罪行为的、有取土烧砖等毁坏耕地行为的和造成土地荒废的

也应终止承包合同，转包给无承包土地的农户。这样，不仅能有效的保护土地，发挥土地的使用效

益，也可使土地承包进行微调，缓解无地农民要承包的社会矛盾。 

 

      第四、要切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从群众“上好下歹”的心理可以看出，群众对中央和省里是

满意的，而对与其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干部不很满意。而基层政权处境艰难，基层干部两头受气，有

苦难言。基层政权和基层干部是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的结合部，不把基层政权建设

好，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就不能紧密。中央和省里出台的惠农政策再多再好，群众仍然会不满意，

就会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当务之急，上级要通过转

移支付的形式，在财力上切实保证县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帮助基层化解债务，使基层有精力、有

时间、有财力为群众办事。同时，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干部教育，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消除

公款消费中的腐败现象，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使群众对中央和基层干部都满意。 

 

      第五、要明确界定国家、集体和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山区部分干部群众对上级存

在的期望和依赖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的

界定，客观上导致了部分干部群众产生了一切事情都“两眼向上”，热衷于“跑县”、“跑省”、

“跑部”解决问题，往往是耽误了时间，造成了损失，滋生了腐败。因此，中央应明确规定在农村

的各项建设中各级政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属哪级政府办的由哪级政府

出钱办，属村集体组织办的由村集体组织办，属农民自己出钱办的，由农民自己办，不属于职责范

围的事坚决不办。要通过明确责任和义务消除部分干群的等待依赖思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进

步。 

 



      第六、要尽快建立农村工作新秩序。山区部分干部群众流露出的担心怕变、上好下歹等等心

理，是对农村工作秩序旧的已经被打破，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的必然反映。在这新老交替的转型时

期，农村工作秩序处于非正常运转状态，容易出现人心和工作的混乱。因此，应以全面免征农业税

为契机，使新的农村工作秩序尽快建立运行。一是要全面推进县乡镇机构改革，精兵简政，转变政

府职能，创新农村工作领导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农村工作机制，在体制和机制上

建立农村工作新秩序。二是要明确宣布废止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停止使用的有关农民负担和农业税费

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真正取消农民农业税费和劳务负担，使农村干部群众彻底放心。三是要制定

县乡村干部工作规范，规范干部的工作行为，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四是要制定《农民权益保障

法》，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放手发展经济，自由自在的生活。五

是要继续加大对涉农收费和行业不正之风的查处力度，为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提供一个宽松的

环境。 

 

     （工作单位：安徽省金寨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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