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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24亿元 支持开展“一喷多促”

以奋斗之姿“打造基层治理研究的西北重镇”
——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系主任何得桂教授

农业科技报记者 闫瑜涛

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基

层治理研究是公共管理学、政治学

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著名政

治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政治学部部长徐勇6月30日在“中

国式现代化与基层治理创新高端

论坛”开幕式上代表与会专家学者

发言时指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的基层和乡村治理研究很有特色，

已经形成基层和乡村治理研究的

西北重镇”并提出若干殷切期望。

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

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公共管理系主

任何得桂教授。

记 者：为何提出“打造基层治

理研究的西北重镇”？

何得桂：学界同仁的关心、鼓

励和支持令我们十分感动，也备受

鼓舞。特别是徐勇教授在此次高

端论坛上明确指出：“新世纪以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在基层和乡村治理研究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公共管

理学科的多位教授成果丰硕，不仅

在学界有很大影响，而且为社会服

务取得佳绩，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

团队，成为基层和乡村治理研究的

西北重镇。”在相当长时间，我国的

基层研究主要是以东中部地区为

主要地域基础的乡土中国研究、城

镇中国研究。尽管西北有浓厚的

文明底色和形态各异的微观社会

形态，但是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

治学研究还相对薄弱。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不论是加强和创新

城乡社会治理，还是筑牢基层治理

基础，也不论是进行理论建构、讲

好“中国之治”，抑或主动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都需要加强基层治理研究。

作为国家“双一流”高校的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师

生有责任和信心，也有义务和决心

聚焦基层治理领域并持续发力，更

好地为治国理政和现代化强国建

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记 者：在基层治理研究取得

哪些重要成绩？

何得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

共管理学学科具有较为悠久的发

展历史，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

例如，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早在20

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创办，目前系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劳动与社会保

障专业2019年才正式创办，但它

今年在上海软科排名中已进入B+

序列；是西北地区较早拥有公共管

理硕士点的高校并培养大量高素

质管理人才。我校公共管理学的

9名教授、20余名副教授始终围绕

涉农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城乡社

会治理与共同富裕、自然资源高效

能治理等领域著书论述、建言献

策。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研团队

形成的成果《中国脱贫攻坚调研报

告：秦巴山区篇》《深度贫困地区健

康扶贫的镇巴经验研究》《积极探

索脱贫攻坚的有效实现方式——

镇安县“三带四联”模式调查研究》

等荣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

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

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学术规范

与创新》。我领衔

撰写的《加强和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的

石泉探索和启示》，

得到省委领导同志

重要批示。

记 者：下一步

如何着力“打造基层治理研究的西

北重镇”？

何得桂：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

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深刻认识，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为

基层治理研究提供了指南和导

航。我们将秉持“顶天、立地、国际

化”的学术方针，一以贯之地围绕

基层治理领域的重点和难点攻坚

克难，突出理论建构和人才培养，

更加重视研究成果转化。

为加快推动基层治理的高质

量研究，我们将注重把热门问题转

换为高质量的学术议题；注重将治

理问题提炼成具有较强解释力的

学术概念或话语体系；重视把治理

创新转化为高质量的学术理念或

分析框架；重视将个别理论创造性

地转变为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开栏语：基层
治理是国家治理
的基石。没有基
层与地方的积极
探索，国家的顶层
设计难以转化为
现实。没有基层
治理现代化，国家
治理现代化将缺
乏 稳 固 的 基 础 。
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的基层治理
创新蕴藏着“中国
之治”的密码，有
待 破 解 和 探 讨 。
为推动基层治理
的高质量研究，增
强基层善治能力，
助力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即日起，
本报开设“基层治
理看陕西”专栏，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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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秋粮生产进入生长

发育和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

近日，中央财政安排一次性补

助资金24亿元，支持北方重点

地区开展玉米大豆“一喷多促”

工作。资金主要用于对玉米、

大豆等主要秋粮作物喷施叶面

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虫杀菌

剂等，增强作物抗逆性减损失，

促进壮苗稳长提单产，为确保

秋粮丰收提供有力支撑。

财政部要求各地及时下拨

资金，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积极发挥乡镇

政府、村委会、国有农场等职能

作用，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各

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

“统防统治”方式推进统一喷施

作业。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分

区分类制定方案，精准精细指

导，抓住灌浆关键窗口期，尽快

落实“一喷多促”措施，确保不

误农时。

（据光明网）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

岸堤镇王山峪村过去是一

个没有任何产业的偏远乡

村，人口流失严重，村集体

收入不到2万元，在省派第

一书记张宏的带领下，仅仅

过去了一年，一切就实现了

天翻地覆的蜕变。

张宏介绍说：“2021年

10月，刚到村里报到的时

候，看着连片的荒山、看着

撂荒地上一片片的速生杨

树、看着村内淤塞的河道，

内心是一点信心都没有。”虽然对未

来充满迷茫，张宏还是决定，大力建

设基础设施。

2022年中旬，累计投资150万

元，修复河道3000米，完成河道沿

线绿化护坡建设，安装护栏360余

米，建设拦河坝6个、机井房3座、

300立方蓄水池8座、3210立方的

人工湖1座、环山灌溉系统2套，王

山峪村水利设施实现系统性提升，

农业生产再也不用看天吃饭。

2022年，山东蒙嫂茶业有限公

司在山东省临沂市成立，发展山东

省高端有机绿茶。与王山峪村签

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共建山东蒙嫂

茶业王山峪种植基地，建成760亩

茶园，年产高端有机绿茶200斤，

基本形成赏茶、采茶、炒茶、品茶、

吃、住、玩于一体的茶文化特色旅

游路线。2022年，该公司向村集体

缴纳土地流转费、土地分红等各类

费用90万元，向村民发放务工费近

60万元，王山峪村实现人均增收

8000元。 （张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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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八届韩城花椒大会暨
“数商兴农促丰收”行动启动会开幕

本报渭南讯（农业科技报

记者 陈小文）8月19日，2023

第八届韩城花椒大会暨“数商

兴农促丰收”行动启动会在陕

西省韩城市芝阳镇芝阳花椒产

业园区盛大开幕。中国农民丰

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发改司二级巡

视员高均凯，韩城市委副书记、

市长周新强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陕西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

徐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周新强介绍了

韩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及花

椒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

来，在中省市各级林业部门的

精心指导下，通过全市椒农的

共同努力，韩城大红袍花椒形

成了年产3000万公斤、区域品

牌价值213亿元、年产值40亿

元的产业规模。周边合阳、宜

川等也兴起了花椒种植，韩城

成为了“买全国、卖全国”的花

椒集散地，2022年被陕西省农

业农村厅认定为“花椒产业链

典型县”。随着近年电商行业

和直播带货的广泛兴起，人民

群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的

不断提高，花椒市场正由“量

足”向“质优”转变，花椒产业面

临转型升级关键期。希望全国

各地“花椒人”携起手来，与韩

城一道，共同构建区域联盟、生

态有机花椒联盟等合作机制，

强化资源整合，促进电商融合，

深化科技赋能，共同谋划花椒

产业发展新路子，推动花椒产

业向更高质量发展迈进。

高均凯表示，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高度重视花椒等经济林

发展，大力支持韩城发展花椒

乡村特色产业。组织专家完成

编制全国花椒产业发展指南，

完善花椒产品标准体系，支持

各地依托林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发展花椒等经济林种植，下

达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

项目支持韩城花椒品种改良，

布局首个国家级林业产业示范

园区落户韩城，授予2家韩城

花椒企业参评国家林业重点龙

头企业，连续4年支持韩城花

椒大会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

列经济林重点节庆活动，帮助

韩城花椒企业参加中国农民丰

收节主会场产品展示展销。希

望韩城立足花椒产业发展新阶

段新形势，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优

化布局、质量至上，坚持市场主

导、科技赋能，与全国各花椒主

产区共同构建中国花椒产业现

代化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新

时期“三北”工程建设上作表

率，在森林食物生产上作示范，

在促进乡村振兴上作贡献，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中作

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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