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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共中央转发的通知》（中发【2008】号）精神，为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完善政法干
警招录培养体制，从2008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深入实施了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
　　作为一种招录、培养、定向上岗考试，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围绕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大局，以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
合型政法人才为目标，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力求为基层政法机关
，特别是中西部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市）级以下基层政法机关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经过
多年的实践探索，基层政法考试已经建立起一套基本成熟的考试选拔机制，即通过公共科目和教育入
学考试两大笔试科目来选拔适合从事政法工作的人员。这种准入机制为广大有志于从事基层政法工作
的人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彰显了社会公平与正义，有助于从实质意义上提高政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随着基层政法干警招录考试的日渐成熟，带来的是试题逐渐规范化和难度的逐年加大，对考生的
综合能力要求自然大幅度上升。而广大报考者无论是优秀在校生还是退役军人，学习和工作时间都比
较紧张，同时，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从发布招考公告到笔试、面试的时间间隔也极短，对考生
备考应考影响很大。考生普遍反映题量大、答题时间紧、试题难度高、正确率难以保证等问题，因此
，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实现完成率和准确率的高效匹配，成为了广大考生成功通过考试的最大障碍。　
　为了给广大有志于成为政法干警的考生以最切实有效的帮助，我们针对考试命题的趋势变化，仔细
研读最新的考试大纲，吸取以往成功的编撰经验并综合读者反馈的宝贵意见，精心组织编写了本套“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生考试专用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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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政法干警：民法学（本科类），ISBN：9787503545009，作者：宏章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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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部宪法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继续和发展。《共同纲领》中有关
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教育之策，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已被实际生活证明符合
中国实际情况，在宪法中被肯定下来；同时根据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规定了过渡时
期的总任务、现实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对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作了更加具体的规
定。 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它总结了我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建立
初期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成果和经验。它的颁布实行，对于巩固胜利成果，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在曲折中前进 一、大跃进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来后，党
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
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发动了以高指标
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政治领域则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的严重失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
重失调，是导致1959年～1961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我国从中获得了意义深远的教训，那就是探索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生产力的变革，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生产关系
的变革，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的建设方针、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1.“大跃进” 1958
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
”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 “大跃进”运动在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
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农业强调“以粮为纲”；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要求在5年以致3年内
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核心是全民
大炼钢铁。先从农业领域开始再发展到工业领域。 这次运动违背客观规律，拔苗助长，结果造成资源
浪费，冲击正常生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人民生活受到了
极大的影响。 2.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以高级农业生产社为基础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1958年7月初，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诞生。 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通
过决议，要求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这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运动就是农村人
民公社化运动。它可以说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农村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属于政治范畴，是生产关系的
变革，表现为大刮共产风、“一大二公”。这次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
众觉悟的思想水平，不切合实际，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最终造成生产混乱、
生产力水平下降，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它实际是大跃进在农村的翻版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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