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3949038    位访问者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书刊博览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民族经济 | 民族文化 | 民族理论 | 民族医药 | 民族饮食 | 民族服饰

         五大宗教 | 民间信仰 | 宗教理论 | 宗教典籍 | 宗教常识 | 宗教圣迹

  

锻造民族法规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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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颁布记略 

 
 
 

本报记者  陈 湘 
 
 
 
      总是为云南民间歌舞的内在精神感动，比如看目瑙纵歌。长者“瑙双”走在万人舞队的前

列，手持长刀，随着节奏，按古老的线路，从容向前——景颇族以这样的方式一遍遍地追忆当年

跨越千山万水的民族迁徙。  

 
      那如史诗般的歌舞告诉人们：在披荆斩棘、开拓前行的路上，总是要不断地寻找路线，不断

地形成规律。当按规律从容前行的时候，就有了如歌如舞的和谐美丽。  

 
      这样开拓向前的境界在民族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歌因音韵而和谐，舞因节奏而美丽，队列

因规矩而整齐，民族工作因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而有序、规范，民族地区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

展因民族法制的不断健全而得到保障。  

 
      在多民族的云南，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民族工作只有通过法制建设才能实现依法行政。云

南省高度重视民族立法工作，民族法制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取得了重大成绩。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20多年来，云南省先后制定了《云南省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科学技术进步

条例》、《云南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民族乡条

例》和《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5部地

方性法规；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都制定了自治条例，出台了60多个有关禁毒、边境贸易、民

族教育、资源保护等的单行条例。  

 
      可以说，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由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自

治条例、单行条例、补充或变通规定组成的，具有云南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框架

已初步形成。  



 
      其中，云南民族法制建设工作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

方立法工作。  

 
      云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十分重视《实施办法》的制定工作。2001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座谈会，对起草实施办法作了部署。2002年，《实施办法》列入了省人大和省政府

2003年的立法计划，同时，在云南省民委成立了制定《实施办法》协调小组。在协调小组的领导

下，省民委、协调小组办公室认真开展了《实施办法》的起草、调研和修改工作，抽调专门人员

成立了《实施办法》起草小组，省人大民族委、省政府法制办参加了《实施办法》的起草工作。  

 
     《实施办法》起草工作历时8个多月，经过分解条款、选点调研、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等步

骤，共收集立法建议1499条、书面意见285份。其中两次召开协调小组全体会议进行讨论，4次
书面征求省级各有关部门意见，到5个地（州、市）和10多个县乡召开座谈征求意见，并向全省8
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和8个地（市）广泛征求意见，对重点问题组织了多次专题研究，并在省

政府讨论和省人大审议阶段召开了3次专家论证会，又登报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充分的调研、起草

和论证、修改形成的法规草案，于2004年5月28日经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与此同时，《云南省民族乡工作条例》的修改工作也经过充分调研、讨论和修

改，于2004年7月30日通过。两部法规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两个法规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云南省的民族法制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民族工作的依法

行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始终坚持从多民族的省情出发，把基本法律具体化、把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法规化、

把民族工作成功经验规范化、把民族事务工作社会化，确保了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行使自治权。  

 
      记者曾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委的一份建议中，看到“减少或免除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

建设的配套资金”的建议。建议中说，西双版纳州2002年至2003年在交通方面计划修建的7条公

路，总投资近3.49亿元，要求州、县配套达1.17亿元，占总投资的33.4%。作为一个地方财政

支大于收、经济不发达的自治州，要拿出这么多的资金确实困难，而国家有关部门并未根据不同

情况给予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而是“一刀切”、“一个样”，给地方财政造成较大压

力。拿不出配套资金，项目无法实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翻开《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八条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对财力不能自给的民族自

治地方承担的基础建设配套资金，应当予以免除。此外，“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的留成比例，应当高于一般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水资源费的留成比例，应当高于一般

地区”等一些条款，也有力地保障了民族地方的利益。  

 
      谈起《实施办法》，有一个词令人难忘，那就是“刚性”。“刚”与“柔”相对，就是没有

弹性，必须这样，坚硬而不可更改。  

 
      为了帮助民族地方确保机关行政事业人员工资、机关正常运转及基本服务经费的投入，《实

施办法》规定“上级财政在对民族自治地方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时，所使用的系数应当比一



般地区高5个百分点”。  
 
      在涉及民族干部培养中，有“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应当各有1名以上的干部在省级

机关担任厅级领导职务”等条款。为保障民族工作经费，《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设立

民族机动金和民族专项资金，并根据财政收入增长情况逐年提高在本级财政预算中的比例”。  

 
      这些“刚性”条款，不仅振奋人心，而且将有力地促进云南民族地区的发展。  
 
      云南《实施办法》全文贯穿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了科

学的发展观，就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进行了专章规定，确保民族自治地方的可持续性发展；强化

和细化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进步给予扶持和帮助的职责；坚持实事求是和分类指

导的原则，对重点扶持县和边境地区、7个人口较少特有民族的发展等提出了特殊扶持措施；对省

委、省政府已经制定出台的有关民族工作方面行之有效的重要政策措施进行了法定化；对基础设

施建设、财政、教育和干部培养等方面的规定尽可能细化，同时制定了全面贯彻《实施办法》的

保障措施。  

 
     《实施办法》是云南省依法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云南省依

法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地方性法规。它的颁布，标志着云南民族法制建设走在了全国的

前列。一年之内颁布和修订两部民族法规，这不仅在云南，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法律条款是枯燥的，但在条款保障下的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法制建

设是艰辛的，但在法制体系推动下开拓前行的民族工作却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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