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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基层普选运动是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在选举下乡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动员和组织民众积极参与选举，培养其民主权利意识，树立其当家作主的思想。同时彰显了政权的人

民性，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护，为以后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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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举下乡的路径

　　（一）派出选举工作组，深入村庄蹲点。建国

初期，为了更好地完成各个时期一些特定的任务，
配合各项运动的开展，党和政府常常会在现存的

组织体系外，临时召集部分人员，建立一些组织，
指导基层工作，以保证上级的指示能够得到贯彻

实行。建立工作组，便是一个典型、常态的做 法，
江苏省的第一次农村基层选举也不例外。上级部

门从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小学校中抽调大

批干部和师生组成工作组，集中培训，学习１９５３年

《选举法》等政策文件，领会选举法的精神，学习发

动群众的方法等等。选举启动后，工作组即下乡

蹲点，其工作主要是：由内而外了解情况，组 织和

训练普选干部和积极分子，传授宣传内容和方法，
进行选 举 动 员；帮 助 基 层 干 部，建 立 乡 选 举 委 员

会，开展选举的各项工作；督促、检查选举活动，保
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如普选工作组

一到南汇县监仓乡，就将乡干部、４４个党的宣传员

和２３１个群众宣传员集中起来，分批训练后，以互

助组为单位分片包干，宣传普选，发动群众参与选

举。①兴化县选举委员会典型试办工作组到达李健

区严家乡时，全乡正处于抗旱救灾的紧张时期，工
作组确定了紧密结合生产救灾开展普选的方针。
在协助乡领导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同时，全面讲

解了普选的意义和目的。在工作组正确、有计划

的领导下，全乡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受到 了普选的

教育，认识到了普选与生产建设的关系，保证了乡

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通过工作组到基层蹲

点，不仅加强了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而且保证了选

举下乡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送上门”、“跟下地”———抓住各种机会，

开展选举动员。选举发动之初，广大农民群众认

识不到普选与其自身利益的关系，加之普选前后

两个时期正处在夏收夏种、抗旱排涝和春耕农忙

时期，农民们担心参加普选会影响生产。针对群

众的种种顾虑和担心，各级干部充分考虑农村的

具体生产情况，采取“送上门”、“跟下地”的方法，抓



住各种机会，召开小型座谈会、谈心会，组织黄昏

会、乘凉会，围绕（一）为什么要进行选举；（二）为什

么要进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三）什么人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四）候选人的提名等内容，进行

宣传动员。白天，普选干部跑到田间地头，和农民

一起戽水、打麦，从生产谈起，联系选举，宣传人民

民主专政政权与普选的关系；晚上抓住互助 组评

分评工等机会，对农民进行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

群众尊重选举权利，参与普选运动，树立当家作主

的思想。如铜山县七区杨屯乡选举委员会利用农

民晚饭后在屋场乘凉的机会、盐仓乡的宣传 员和

积极分子利用农民在田头休息的空隙时间、钦西

村的普选干部抓住群众锄草的休息时间，对 广大

农民进行普选教育和动员。农民们普遍反映：这

个办法比开会作用大得多，既不占用农时，又能让

大家及时了解有关普选的问题。通过深入田间地

头的宣传，在培养民众主人翁意识的同时，也提升

了民众对普选的意义和精神的认识。
（三）充 分 利 用 土 广 播、黑 板 报，进 行 选 举 传

播。由于受传统政治生态的影响，以及文化水平

的限制，广 大 农 民 的 选 举 意 识 还 是 比 较 淡 薄，因

此，在选举动员过程中，党和政府除了加强组织领

导，人员配备，亲自蹲点外，还充分利用土广播、黑
板报这种适合农村情况的媒介形式传递选举内容

和信息。如铜山县七区杨屯乡选举委员会布置各

村宣传员利用农民晚上乘凉时间，在村上地势高

的地方采用话筒广播，每次宣讲一个中心内容，解
决一个问题。句容县下蜀镇普选宣传员在晚饭后

群众休息的地方进行土广播宣传，组织群众座谈，
使镇上８０％的选民都受到了普选的教育。②武进县

小河区东麓乡各学校联系乡选举委员会，组 织了

“黑板报委员会”，宣传普选，教育和发动群众积极

参加选举。③ 尽管这些媒介形式存在受众面不广，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等缺陷，但对处于春耕农忙时

节的广大农民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选举

下乡的方式，群众反映这个办法比开会作用 大得

多，不耽误生产，“从土广播里照样能够听懂 普选

的道理”。

　　二、选举下乡的动态过程

　　（一）选民登记和发放选举证。新中国第一次

普选的首要工作就是进行人口调查。要对几亿农

民进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

工作。江苏省在进行人口调查之初，群众中就存

在各种复杂混乱的思想，如有的群众怕多负担农

业税，将 在 外 的 人 口 登 记 为 常 住 人 口，有 的 怕 代

耕、参军而多报或少报年龄，还有的认为进行人口

调查就是为了点粮（即征农业税）等等。针对群众

的种种顾虑，普选人员对群众进行了耐心的教育，
强调调查人口的目的是为了选举，为国家经济建

设提供准确的人口数字。
在群众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然后进行选民登

记、选民资格的审查和选民证的发放。各地农村

一般以自然 村 作 为 选 区，以 选 区 为 单 位，采 取 设

站登记和 流 动 登 记。设 站 登 记 的 具 体 办 法 是 登

记站安排 两 个 以 上 登 记 人 员，“边 登 记、边 评 议、
边发证、边 教 育”，并 利 用 登 记 空 隙 时 间 进 行 核

对、纠正。流 动 登 记 则 由 登 记 人 员 逐 户 上 门 登

记，再召开群众大会发给选民证。各地对选民资

格的审查相当慎重，具体工作一般由选民资格审

查小组 负 责，并 广 泛 发 动 群 众 参 与 选 民 资 格 审

查。在人民 群 众 的 积 极 参 与 下，一 些 地 主、反 革

命分子妄图窃取选举权的行为也被揭发，如溧水

县反革命分子陈德福通过他的姑母，利用宗族关

系欺骗群众１３０余人按指印证明他是好人，窃取

了选民证，被群众检举。④正是由于广泛发动群众

参加选民资格审查，使他们在实践中提升了对普

选的认知，切身体验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选

举权利的关系，认识到选举权的庄严性。许多群

众把选民证称为“光荣 证”、“幸 福 证”，珍 藏 起 来。
据统计，全省６９个县共有选民２１１８１３７５人，被剥

夺选 举 权 利 的 共 有４９２８８３人，占 总 人 口 数 的

１．２９％，无选举权利的精神病患者３７５４２人，占人

口总数的０．０９８％。⑤

（二）代表候选人提名。进行了选民登记和发

放选民证后，开始进入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代

表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有两种，一种由选举委员会

与中共 支 部、群 众 团 体 协 商，确 定 各 选 区 代 表 名

额，然后由选举委员会确定后公布；另一种是由选

举委员会邀集共产党组织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协

商提名后，发交各选民小组讨论，按照最多数选民

所表示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向选

民公布。在这个阶段，广大群众充分行使了民主

的权利，采取各种方式，主动了解代表候选人的条

件和主要优缺点。有的进行个别访问；有的开“代
表候选人交流情况会”。讨论代表候选人的过程

７４　第１１期 “选举下乡”与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也体现 了 广 大 选 民 民 主 协 商、实 事 求 是 的 精 神。
如常熟市郊第二选区的一些选民在讨论代表候选

人韩永生时，提出了本地区的一个人，大家感到他

平日做读报员很负责，工作有耐心，能帮助别人，
也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但具体了解韩永生的情况

时，发现他更加优秀，大家一致同意仍选韩永生为

代表候选人。松江县洞泾乡酝酿代表候选 人 时，
选民对选举委员会提出的名单，进行了反复讨论，
兴隆选区选民对一个候选人不够满意，便向选举

委员会提出来，乡选举委员会通过协商讨论，接受

了群众的意见，改提了这个选区选民认为满意的

人做代表候选人。⑥ 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酝酿、
协商代表候选人的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基层干部

的民主作风和民主协商精神，而且激发了广 大群

众的主人翁意识。
（三）召开选 举 大 会。代 表 候 选 人 提 出 之 后，

由基层选举委员会召开选举大会，正式选举乡、镇
人民代表。召开选举大会的关键是动员广大选民

积极参加投票，实现自己的选举权利。鉴于建国

初期农村广大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实情，投 票多

采取举手的方式，少数地方采用票选的方式。各

地基层选举大会召开前，均对群众进行了当 家作

主和行使选举权利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广大选民

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普选运动，行使了选

举权利。如１９５３年８月１６日的《新华日报》详细

报道了江宁县湖熟镇第二选区选举大会的 情况：
选区共有５０２个回民同胞，２０８个汉族人。大会通

过了主席团，其中一个是回族的杨希福，一个是汉

族的丁长森，选举开始，主席宣读了５个候选人名

单。其中三个是回族人，二个是汉族人，候选人张

文琦是回族妇女，全体汉族选民都举手选她。候

选人沈佩琪是汉族青年，他也获得２６６票而当选，
举手赞成他的人许多是回族选民。这次投票不仅

使广大群众光荣地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利，而且

体现了两族人民的团结。其他地区的群众也表现

出了很高的选举热情，燕子矶镇的许多选民赶着

做新衣服去参加选举大会，一些人说：“我们穿新

衣，办新事，选出 心 上 满 意 人”。当 天 参 加 投 票 的

选民占选民总数的９７．１％。⑦据统计，全省６９个县

共 有 选 民２１１８１３７５人，参 加 选 举 的 有１７３３１６６４
人，占选 民 总 数 的８１．８３％，⑧ 共 选 出 代 表３５２１２９
人。广大群众通过参加选举大会，充分体会到了

当家作主的感受。

　　三、选举下乡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的意义

　　（一）为民众提供了民主政治教育的机会。选

举是训练民众民主操作技术和权利意识的有效手

段之一，它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选出政治

精英，更有价值的合理性———民主。新 中 国 建 立

前，尽管有过国会选举、总统选举、国大代表选举，
但其选举活动主要在城市，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

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１９４７年国大代表选举时，
民生米厂的工人张忠和回忆说：“过去反动派在乡

下搞大选时，我还在地主家打长工，当时问一声地

主搞什么大选，地主就骂我，选不选管你屁事”。⑨

广大农民过去问一声选举都不能，更遑论保障自

己的选举权利。因此，在新中国第一次普选中，出
现许多农民不知道“性别”是什么意思，说“男女”才
懂，甚至不知道如何举手投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

奇了。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彰显人民民主，实现工

农群众翻身作主人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范围 内 举 行 了 一 场 真 正 意 义 的 普 选。对 于 普

选，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人民，主要使劳动人民

真能选举他们所乐意选举的人去代表自己，并要

代表能忠实地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政府中

去”。⑩在各级选举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努力下，在农

村基层选举中，通过选民调查、登记、选举证的发

放、候选人的提名、投票选举，使广大农民群众逐

渐熟悉了民主选举的运作程序；通过普选宣传动

员，使他们懂得普选的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好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选举权利的关系，人民代

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通过选民资格审查、选举诉

讼、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培养了他们的民主

权利意识。
（二）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和拥护。新

中国第一次基层普选中，江苏省各级党委和政府

充分运用各种动员工具，扩大动员的广度，加大动

员的强度，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统购统

销工作和普选结合起来，经过宣传动员，广大民众

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理解了实行普选、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是实现总路线的有力保证。使普选

的价值目标———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和对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拥护———得以实现。武进县永济乡在

代表候选人提名时，群众说：“普选就是发动群众

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选出社会主义的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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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设社会主义”。瑏瑡华东农业劳动模范李玉，全省

农业劳动模范、江浦公子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周德春，沭阳县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 长王

大锹等都当选人大代表。选民们高兴地说：“有了

共产党的领导，又有这样好的代表参加管理国家

大事，社会主义建设可牢靠啦。”瑏瑢

（三）考验、教育了干部，巩固了基层政权。在

普选动 员 之 初，各 级 选 举 委 员 会 提 出 了“整 顿 作

风，迎接普选”的口号，在后期进一步要求结合“反
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反违法乱纪”新三反运动，
开展普选，整顿干部作风。在普选运动中，一些带

领群众办实事，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干部取得

了群众 的 信 任；一 些 作 风 生 硬，工 作 有 缺 点 的 干

部，在群众的批评下，改进了作风，得到了群众的

谅解；一些自私自利，不能起领导作用的干部，没

有得到群众的认可；一部分违法乱纪，犯有严重命

令主义错误的干部和窃踞基层政权的坏分子被剔

除出去。如江宁县、太仓县、常熟县、淮阴县、射阳

县等通过普选，表扬了干部中的好人好事，处理了

坏人坏事。许多干部经过教育后积极领导群众生

产，改 进 了 作 风，得 到 了 群 众 的 支 持。群 众 反 映

说：“只要干部 认 识 缺 点，能 够 改 正 还 是 好 干 部。”
选举中，７０％以上的乡、村干部都当上 了 代 表，少

数作风恶劣的干部被处理，如江宁县受到撤职处

分的干部有３７人，逮捕法办的１人。瑏瑣 据统计，全
省乡镇 人 民 代 表３４９４２１人 中，原 干 部 当 选 的 达

２８００６１名，占 全 省 乡 镇 人 民 代 表 总 数８０．１５％。瑏瑤

可见，普选运动的开展，对广大基层干部不仅是一

次考验和接受民主教育的机会，而且纯洁了基层

政权的组织，密切了干部与群众、政府与群众的联

系，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
（四）加强了群众的政治自觉性，促进了生产。

在普选运动中，广大民众充分行使了民主权利，提
高了认识，进一步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因而有

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推动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贯彻。在农村生产和互助合作方面，“搞好生

产迎接普选”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口号。很

多地区在普选运动中，战胜了自然灾害，发展了互

助组，整 顿 和 新 建 了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扩 大 了 生

产。南京市八区吉祥乡渡石圩村的农民，在 新当

选的人民代表周从仁的带领下，战胜了洪水的威

胁，保住了一百多亩田的庄 稼。仪征县月塘区的

干部领导群众坚持了７天７夜，进行抗旱斗争，使
全区近四万亩晚秋作物由青转黄；武进县万塔乡

８２位人民代表和干部、积极分子受到总路线教育

后，把１８万余斤余粮卖给国家，南京市八区柳塘村

代表虞国钧、王正春听到总路线报告后，带领群众

卖给合 作 社 黄 豆６６０４斤，水 稻９００斤，麦 子５４０
斤。瑏瑥通过选举下乡，不仅提高和更新了民众的政

治素质，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最大限度

地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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