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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5 － 1597 ( 2012) 04 － 0094 － 07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创建和发展 ( 1949—1957)

■吴 超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建了

人民信访制度。随着信访法规文件的制定和相关机构的设立，在信访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信访工

作机制，规范了办信程序，实现了分级、专人负责和归口办理，保护了信访人的正当权利。群众路线

是信访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础;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信访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 反对官僚主义是信

访制度存在的现实需求。信访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热情，团结和凝聚了各界力量，成

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一。
［关键词］ 新中国; 信访制度; 中国特色; 群众路线; 194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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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创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党和

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制度。当前，信

访已经从处理 “人民来信来访”发展成为一

项包括人大信访、行政信访、法院与检察院的

司法信访等在内的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保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怀

着对新生政权的极大信任，期待尽快改善生

活条件，纷纷写信或来访反映生活困难、要

求救济等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并积极

参与国家管理和建设。1951 年，毛泽东作出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批示，指明了信访

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执政党的

地位 出 发，本 着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宗

旨，密切联系群众，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创建了信访制度体系。考察新中国信访

制度的创建，探索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对

进一步推动信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更好地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信访工作

情况与制度创建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情况。新中

国成立后，信访活动空前活跃，各级党政机关

受理的来信来访数量大增，呈持续上升趋势。
1949—1957 年政务院 ( 国务院) 受理信访情

况统计反映了这一情势，见下表:

政务院 ( 国务院) 受理信访数量统计

( 1949—1957 年) ①

① 此数据 为 不 完 全 统 计，1949 年 10—12 月，

1954 年 1—6 月，1955 年缺，1957 年 1—9 月。根据

刁杰成 : 《人 民 信 访 史 略》，北 京 经 济 学 院 出 版 社

1996 年版，第 23、54、75 页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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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内容的变化，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和

各项政策法令及生产形势相关，即使反映个人

问题，也或多或少和这些内容有关。新中国成

立初期，全国失业工人、知识分子达数百万，

根据政务院秘书厅统计，涉及城市失业问题的

来信占总数的 15%。① 1951 年 4 月 30 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就当年 1 月至 3 月处理群众

来信的情形向毛泽东报告: 1 月来信4680 封，2
月 3544 封，3 月 11436 封，3 个 月 总 共 来 信

19660 封。这些来信反映的问题，以有关抗美

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问题为最

多。②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控告

各机关干部贪污和资本家申诉不服处分的来信

来访很多; 劳动就业的决定公布后，群众要求

就业的比以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1953 年进行

新“三反”，检举、控告各级机关干部的官僚

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来信来访也有较

大幅度增加; 1954 年普选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进行时，反映这两方面内容的信访量随之增长。
( 二) 信访工作的初步开展。随着群众来

信来访日益增多，如何快速有效地处理群众来

信来访被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1949 年 8
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

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信访工

作。1950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书

记处政治秘书室，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田家英任主任，负责处理群众写给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信件。③ 群众写给政府的信件由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和

总理办公室三个部门处理。1951 年 2 月 28 日，

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中强调: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协委员会要建立专

门的有能力的机构来适当处理人民向政府所提

出的每个要求，答复人民的来信，并用方便的

办法接见人民。”④ 1951 年 3 月，政务院秘书厅

成立了“群众信件组”，所有的群众来信都由

该组专门处理。在国家行政机构中，“群众信

件组”是最早设立的专职信访机构。
1951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向毛

泽东写了一份关于 1 月至 3 月处理群众来信情

况的报告。5 月 16 日，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

: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

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

情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

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

主义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

难，应当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

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者

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⑤ 这个批

示发至县以上机关党委、党组，成为信访工作

的重要指导思想，指明了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党

委、政府的“秘书型”工作，“加强和人民的

联系”是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信访制度的

另一重要功能是监督党和政府，反对官僚主

义，防止新生政权的腐败堕落。
6 月 7 日，政务院正式颁发 《关于处理人

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决定》对

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原则、机构设置都做出了

相应的规定。这个 《决定》是共和国第一部

规范信访活动和信访工作的行政法规，为我国

信访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示范性作用。1951 年 7
月 19 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通过

《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要求各级

政协委员会把接受与处理人民意见的工作，视

为自己的 “重要工作，并指定专人管理”⑥。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创建和发展 ( 1949—195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周占顺: 《中国信访写真》，中国工人出

版社 1998 年版，第 26 页。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6—267 页。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信访分会编 《信访学概

论》，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刘少奇 选 集》下 卷，人 民 出 版 社 1985 年

版，第 56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第 265

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

政府法令汇编》 ( 1951 年) ，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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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地普遍开始加强信访工作，结合各地

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访工作的指示、
办法等规章①，以法规等形式规范和完善信访

工作制度。这些规定多是大行政区和省级的，

地、县较少，大多是手续制度方面的。1954
年以后，行政区划和机构出现了变动，从中央

到地方信访形势发生了变化，数量和内容都和

以前有所不同。至 1957 年，中 央、省、地、
县或制定新的规定，或针对专门问题制定专项

规定或对原有规定作出补充、修定，重新颁

发，或制定办理信访工作的办法。其中大部分

在 1956 年制定，如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处

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试行细则 ( 草案) 》、《河

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

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 《陕西省人民

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催办检查的暂行

规定》等。②

( 三) 信访机构的设置与完善。随着信访

工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逐步设置并健全信访机构，增加专、兼职信

访干 部。据 不 完 全 统 计，从 1951 年 7 月 到

1954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中直机

关有 12 个部门设立了接待室、人民信件组等

专门机构，许多部门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

部。许多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市先后设置

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专门机构，配备了专职

干部。1952 年以后，县级机关普遍建立信访

机构，配备专、兼职信访干部。许多县还建立

了县长、书记接见群众来访日制度，逐渐形成

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以后，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

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具体办事机构。铁道

部、高等教育部、重工业部、商业部、内务

部、劳动部等 50 多个有接待来访任务的单位，

到 1957 年初，先后成立了接待机构，配备了

专、兼职信访干部近 300 人。③ 这一时期各大

行政区和省委、省政府一般都设置了专门处理

人民 群 众 来 信 来 访 的 机 构 和 专 职 干 部。到

1957 年，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以 及 地、县

( 市) 绝大部分成立了信访机构，多数区、乡

人民政府指定了专人兼管信访工作，许多大的

企业也陆续开展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这

一时期，各地信访机构的名称根据自己的情况

而定，如信件组、秘书科、问事处、人民接待

室、群众服务组等等。
1957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了处理人民来信、
来访工作会议，即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了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

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 ( 草

案) 》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

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 ( 草案) 》两个文件

稿。④ 这次会议设计了信访工作机构的基本框

架和工作模式，一些原则和做法沿用至今。

二、信访工作机制的形成

根据毛泽东 20 世纪 50 年代初对信访报告

的 4 次批示以及政务院 1951 年 6 月 7 日公布

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

定》 ( 6 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暨省、市协商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

试行办法》 ( 7 条) 和 1953 年 9 月 3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召开的 “接见群众工作会议”等政

策条例，确立起我国信访问题处理的最初原

则。随着信访法规文件的制定和相关机构的设

立，在信访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信访工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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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编《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 ( 1989 年印) ，第

50—67 页。
参见《全 国 信 访 工 作 会 议 资 料 汇 编》，第

50—67 页。
参见刁杰成: 《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

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1、82、83 页。
参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第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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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规 范 办 信 程 序。1950 年 10 月 29
日，中共 中 央 办 公 厅 秘 书 室 报 告 中，指 出

“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案等必

要的制度，是今后把这项工作做得更认真周到

的关键所在”①。根据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

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第 5 条 “对于处理人

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应建立登记、研

究、转办、检查、催办、存档等各项制度，并

定期总结”② 的规定，地方政府按照实际情况

制定信访工作的规范和政策，完善了信访的程

序和制度。如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处理人

民来信来访工作试行细则 ( 草案) 》 ( 1956 年

5 月 17 日) 第 3 节 “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

民来访的程序”的第 7 条至第 15 条详细规定

了处理信访的程序，包括收文、登记; 拟办;

催办; 审查回报; 答复来信人; 立卷和归档;

接见人民来访; 重要案件排队，分级处理; 编

写简报等程序。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务院秘

书厅对办理信访工作程序是非常重视的，经过

几年实践，总结出较为科学的程序。政务院秘

书厅根据来信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办信程

序，即: 分别处理、综合反映、检查催办、定

期总结。④

( 二) 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分级负责、
归口内理”是指根据信访人来信来访反映的

信访内容，实行按级、按系统分工负责处理。
田家英最早把群众来信按内容分门别类，如分

为“反映”、“求决”、“建议”、“致敬”、“旧

谊”等，并且按轻重缓急依次处理。这是最

早的分类，办事人员按类分工负责。⑤ 《关于

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第 2
条做了相应的规定 : “凡是本机关能够办理

的，必须及时办理。需要转交下级机关或其它

有关部门办理的，应及时转送，并检查催办。
如系上级机关交办者，应及时办理，并于办理

后将结果及时回报; 若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处

理，亦应告知来信本人及原交办机关。”⑥ 1954
年，国务院设立 8 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分管

不同的部门，如第一办公室 ( 政法办) 负责

分管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和民族

事务委员会。这些办公室简称 “办”，其管辖

范围或系统多简称“口”，如“农林口”、“政

法口”等。⑦ 政务院对有关部委按业务性质归

口管理、统一领导、统筹全局， “归口管理”
很快运用到信访工作中来。到 1954 年，“分级

负责，归口办理”已逐渐成熟。1951 年 7 月

至 1954 年 6 月，政务院秘书厅 “归口”中央

业务部门办理的来信共 11136 件，占来信总数

的 34. 5%， “分级”转地方政府办理的 9285
件，占 28. 8%。⑧ 1957 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

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
颁布，要求“对于群众提出的大量的各种各

样的问题，则必须分别归口交办”⑨，在文件

中正式提出 “归口交办”的原则。国务院秘

书厅先后制定了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

工作归口交办事项的一些规定》和 《对中央

机关人民来信、来访归口办理的几点补充意

见》，对“归口办理”作了具体规定。
( 三) 领导重视，专人负责，大家动手。

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联

系建立一种制度保障。信访制度创设之初，毛

泽东就强调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在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创建和发展 ( 1949—195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91 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 1951 年) ，

第 23 页。
参见《全 国 信 访 工 作 会 议 资 料 汇 编》，第

53—55 页。
参见刁杰成 : 《人民信访史略》，第 60—61

页。
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

( 增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 页。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 1951 年) ，第

23—24 页。
参见王 劲 松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与 政

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83 页。
参见刁杰成: 《人民信访史略》，第 59 页。
参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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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不仅中央要重视信访工作，而且各

级党政 组 织 也 要 当 作 一 件 大 事 列 上 议 事 日

程”①。《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

决定》规定: 县 ( 市) 以上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均须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

责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并要求领导

人应“经常地进行检查和指导”②。1957 年第

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着重解决的两个问题之

一，就是解决领导重视的问题。会议讨论通过

的国务院 《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

民来访工作的指示》第一、三条对 “领导重

视”做了具体规定，并把 “全党重视，大家

动手”的指导思想落到实处。③ 为了使领导接

见来访群众更有成效，国务院秘书厅制定了

《国务院秘书厅处级以上领导同志接见群众的

制度》、《接见来访群众工作细则简单介绍》。
江西、河南、河北、山东、青海等省较早建立

了省长接见日制度，省长、副省长除阅批人民

来信外，还定期接见来访群众。一些地方创立

了市、县长定期接见人民代表制度。1953 年

10 月，河南南阳地区及淅川、镇平两县先后

建立了专员、县长接待日。群众反映: “现在

的政府真好，专员、县长都亲自接见我们，并

给我们解决问题，要是在旧社会，啥法能见到

专员和县长。”④

( 四) 维护信访秩序，保护信访人正当权

利。随着信访制度的建立，信访工作迅速被广

大民众认同和接受。《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

见人民工作的决定》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

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对于 “人民的来信或要

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 并

对信访人的权利加以保护，“严禁被控机关或

人员采取报复行为; 如有报复者，应予以处

分，情节严重者并应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⑤

中央多次召开信访会议，专门研究信访中出现

的问题，确保信访活动的顺利进行，《人民日

报》连续发表社论，深刻地阐述了人民来信

来访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严肃批评少数干部对揭发他们错误的人打

击报复的行为。⑥ 《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

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指出: 人

民群众通过向政府机关写信和要求见面接谈，

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是人民监督政府工作

的一种方法”，国家机关 “一定要保护人民的

这种民主权利，倾听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

监督”。⑦

信访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从 1951 年开始，赴京上访的数量开始

增多，到 1957 年形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信访

高峰。来访人的食宿路费需要有关部门解决，

少数“无理取闹”的上访人以及 “患精神病”
的来访人，长期滞留北京，扰乱正常信访秩

序。为了保障信访工作的顺利开展，1953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召开中央

机关接见群众来访工作会议，会议重点分析来

访问题，明确了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办公厅 《关于北

京各中央机关接见群众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

告》，提出了 5 条处理原则，即: 群众的正当

要求应负责解决; 凡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耐心

解释; 中央专管部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无

原则错误一般应当维护原议; 对无理取闹者，

要分别处理; 对来京上访人的招待、路费等问

党的文献 2012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编

《中国信访写真》，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 1951 年) ，

第 23 页。
参见《全 国 信 访 工 作 会 议 资 料 汇 编》，第

36—37 页。
南阳地区信访办公室编 《南阳地区信访志》

( 1988 年印) ，第 106—107 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 1951 年) ，

第 23—24 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人民日

报》1951 年 6 月 8 日。
参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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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应有统一处理原则。① 为了维护来访人的

合法权益，解决接待工作中比较突出的、共同

性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关信访部

门分别制定了某些专门问题的处理办法。这些

办法的草稿写好后，国务院秘书厅多次召集会

议，进行讨论、修改。1957 年 5 月 1 日，国

务院秘书厅印发各单位试行，经第一次全国信

访工作会议讨论后，正式印发各机关执行，对

处理来访问题起了规范和促进作用。这些文件

是: 内务部、北京市民政局 《关于解决来访

群众食、宿、路费的暂行办法》; 国务院秘书

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 《关于

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接待群众来访中处理无

理取闹分子的暂行办法》; 铁道部 《关于防止

来访人骗卖车票的暂行办法》等。②

三、信访制度创建形成的原因分析

当代意义的信访制度形成于建国之后不久，

为什么信访制度会在这一时期形成? 毛泽东说

: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

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

方面看。”③ 信访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也

是中国特色的反映，信访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

有它产生、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
( 一) 群众路线是信访制度形成的政治基

础。建立信访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发展的必然

结果。在战争年代，正是由于很好地坚持了群

众路线，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信访是党和政

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它在常规的沟通渠道

之外，开辟了一条普通群众和党政机关尤其是

党政机关的高级领导人进行联系的便捷途径，

“处理人民来信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

的一种重要方法，不是临时的突击任务”④。
信访制度是贯彻和实践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化，

信访制度的实施使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拥

有了更为广泛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信访制度

建立的理论依据。从 1949 年到 1957 年，在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下，信访工作作为一项

经常性工作被列入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关于

信访工作的方针、原则得到了贯彻落实。作为

一项治理策略，它是克服官僚主义的监督方

法; 作为一项决策机制，它是体察民情，倾听

民意的民主管道;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法，它

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体现。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议第十一次 ( 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比较系

统地提出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

要思想。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划分理论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

的。建国初期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各种困难

和压力，需要通过信访的方式补充民主管理机

制的不足，这种 “创造并非是毫无实践基础

的玄想式创造……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⑤。
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和矛

盾解决方式的信访制度也受到人民内部矛盾理

论的深刻影响，并被整合到这一宏观目标实现

的系统中来。信访是中国共产党设计的一种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事实证明其效果是明

显和积极的。⑥

( 三) 反对官僚主义是信访制度存在的现

实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人就十

分警惕党员干部的腐败和官僚化问题，并十分

注意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防止其腐败堕落、脱

离群众。信访制度是党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地方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创建和发展 ( 1949—195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邹守卫: 《信访工作概论》，南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 页。
参见刁杰成: 《人民信访史略》，第 9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1157 页。
参见《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人民日报》1953 年 11 月 2 日。
参见施付阳: 《信访制度: 去留两徘徊》，中

国法院网 2008 年 6 月 15 日。
参见李宏勃: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

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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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在中共七届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曾告诫全党 “务必使同志们

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防止官僚主义的产生和 “资产阶级裹着糖衣

的炮弹”的袭击。①人民来信来访是克服官僚

主义必不可少的武器。1953 年 1 月 5 日，毛

泽东在党内指示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

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

来信工作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

斗争。②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

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
来信来访中，反映了某些地区对党和政府

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情况有助于

中央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直接了解群众的要求

和意见，并成为指导工作、制定政策的依据。
例如解放初期实行减轻大专院校课程负担，改

善学生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

违法乱纪的斗争 ( 即“新三反”) 以及其他重

要政策，许多都是根据人民来信反映的意见和

建议制定的。③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1 年 7 月

到 1954 年 6 月这三年中，中共中央、政务院、
中央有关部门根据人民来信或参考人民来信制

定了 13 项政策，如: 《关于废除招考工作人

员及学员时不收孕妇规定的通知》、《劝止农

民盲目流入城镇的指示》、《关于解决工资制工

作人员多子女困难问题的通知》、《应立即在学

校中停止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

纪斗争的几项指示》、《关于适当解决小学、幼

稚园教职工福利的几项原则规定》等。④

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

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公民经

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

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

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

述意见。我们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办法，

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⑤中

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信访制度，调动了群众的

政治热情，团结和凝聚了各界力量，成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一。

〔作者吴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

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9〕
( 责任编辑: 宿 凌)

① 参 见 《毛 泽 东 选 集》第 4 卷，第 1438—
1439 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3 页。

③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 增

订本) ，第 38 页。

④ 参见刁杰成: 《人民信访史略》，第 68 页。

⑤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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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龚育之同志文稿、书信、题词启事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龚育之文集》已经列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为尽可能完整搜集龚育之同志的作品，《龚育之文集》编辑组特向龚育之同志的亲属

和生前友好、同事、学生诚征他的文稿、书信、题词 ( 原件、复印件、电子版均可) ，亦

欢迎各位知情者提供线索。所征作品请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寄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转 《龚育之文集》编辑组收，邮政编码: 100091; 电子信

箱: hangang1018@ 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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