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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应邀参加“乡村教育振兴与教育强国建设”潇湘论坛

12 月 21 日，由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教育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乡村教

育振兴与教育强国建设”潇湘论坛在湖南长沙召开。此次学术论坛汇聚

了来自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等

全国共 190 余名专家学者、青年学者、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我院

2023 级学科教学（思政）专业研究生余霞受邀参与此次会议。

论坛设置主题报告、圆桌论坛、研究生论坛、学术沙龙等多个环节，

以期为教育工作者及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交流、研讨的学术平台。会上，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辉主持开幕式，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杨颖、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新为论坛致辞。山西大学社会教育研究院院

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侯怀银，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

授李森，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朱家存，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

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秦玉友，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朱德全等 15为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教育振兴与教育强国建

设”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他们自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心得。随后，在

圆桌论坛中，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专家就今天上午的主题报告进行交流探

讨。晚上共设立三个平行论坛，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中青年学者，来自

农村、企业、高校的工作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围绕乡

村地区义务教育、乡村学前教育、乡村教师等多个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2023 级研究生余霞做撰写的论文“以教育家精神引领中小学师德师

风建设”被收录于《“乡村教育振兴与教育强国建设”潇湘论坛论文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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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应邀参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理论与实务

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4 年 12 月 7日，由宜宾学院主办、宜宾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和四川省社区矫正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理论与实务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宜宾成

功召开。来自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北方工业大学、西华大学、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南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等五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

者和青年学者、硕博士研究生参加论坛。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级研究生

陈其静，2023 级研究生雷旭、谢静受邀参会。

宜宾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周广均向作致辞，四川省司法厅社区矫

正管理局局长向军作了题为《四川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的主

旨报告，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邓湘树副教授作了题为《治

理社会工作引论》的主旨报告。开幕式过后，与会专家从社区矫正、农

村社区治理等两个维度阐释了当前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现了

研究视角的多维性、理论的深刻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

2024 级研究生陈其静所撰写的论文《文旅产业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

探索与思考——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2023 级研究生雷旭所撰

写的《银龄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困境与路径》、谢静所撰写的《新

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均

被收录摘要集，其中雷旭、谢静所撰写的文章均获与会论文二等奖。

研究生应邀参加“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学术研讨会暨

湖北省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会 2024 年年会”

12 月 7 日，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城乡

统筹发展研究会 2024 年年会在湖北黄冈举行。本次会议由湖北省城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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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发展研究会主办，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黄冈师范

学院大别山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联合

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

面振兴”这一主题共同研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共同探寻

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策略、新举措。我院 2023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

生牛冰倩应邀参会并在分论坛发言。

湖北省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会会长陈池波主持开幕式，黄冈师范学院

党委书记陈向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党委书记杨鲜兰、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二级巡视员陈芳为论坛致

辞， 湖北省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刘汉成做大会总结。7日上午举

行的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论述，何可、王治、

邓远建、方国全、易明、杨进、祁华清七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主旨报告。

下午共设立三个平行论坛，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中青年学者，来自农村、

企业、高校的工作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围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模式与路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与共

同富裕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我院研究生牛冰倩所撰写的论文《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构筑农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受邀在第三分会坛上作报告。

聚焦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短板，进而通过多维度举措探寻构筑农民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路径，通过文化事业与产业“双轮驱动”、价值导向“核心

引领”、组织与人才“双重保障”、农民主体“活力激发”，推动农民

物质与精神生活“双平衡”“双富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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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赴遂宁市开展乡村振兴考察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了解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现状，感悟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生动实践，11月 29 日，学院 30 余名硕士研究生和老师在农业现代化

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小明教授的带领下赴遂宁市安居区、

射洪市调研考察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情况。

在安居区，师生考察了常理镇海龙村“海龙凯歌农文旅园区”。该

园区是遂宁市推进“成渝之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项目，园

区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低碳赋能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以深度

挖掘沼气能源革命文化元素为主体，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充分诠释了开拓进取、公平共富的“和美乡村”建设理念。

在园区内，供销社、农耕文化馆、沼气陈列馆……一个个历史场景的还

原，让同学们切身感受到“海龙凯歌农文旅园区”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低碳赋能共同富裕，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新面貌。

在射洪市，师生来到“3536 三线城-中皇村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

在对“三线博物馆”的参观以及中皇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洪均的详细介绍

下，同学们了解到中皇村在保留三线建设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的村庄改造和产业升级，成功打造了“农文旅融

合”的 4A级乡村旅游风景区。在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浓

厚的三线文化氛围，同时也进一步体会到了中皇村积极探索出的“三线”

建设地区乡村振兴成功道路。

通过本次考察学习，同学们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遂宁这片广袤大

地上的生动实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学们表示，将把所学知

识和所见所闻融入到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

兴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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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融媒和直播四川联盟报道了本次考察调研活动。

相关链接：

安居融媒

http://ajrmt.ldajw.com/html/a0616/2024/11/29/1862471193416

515586_share.html?t=1732883527793

直播四川联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7129562831436197&wfr=s

pider&for=pc

师生参加第四届新时代全国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研讨会

11 月 29 日—30 日，“第四届新时代全国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研讨

会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高端论坛”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国际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

州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山东大学、长安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郑州大学、扬州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西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

学者以及地方、企业、农村的党务干部 200 余人线上线下参加论坛。马

克思主义学院刘英副教授，2023 级研究生李婷受邀参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闫德忠主持开幕式，校

党委副书记闫祖书为论坛致辞，学术院长卢黎歌教授做总结讲话，副院

长杨鹏教授主持闭幕式。29日上午举行的主旨报告环节，来自北京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炳林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俊萍教授

等专家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下午共设立三个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高校

的中青年学者，来自农村、企业、高校的党建工作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理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54698801029251
http://ajrmt.ldajw.com/html/a0616/2024/11/29/1862471193416515586_share.html?t=1732883527793
http://ajrmt.ldajw.com/html/a0616/2024/11/29/1862471193416515586_share.html?t=1732883527793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5469880102925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7129562831436197&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712956283143619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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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新

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基层组

织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作用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参会论文《互动仪式链理论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村振兴双向赋

能研究》荣获征文一等奖。该论文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石，从互动仪

式发生的四大构成要素的理论阐释出发，分析互动仪式链理论下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实现基础，致力于以借助仪式互动，

凝聚群体共同意识与精神，引燃集体情感力量，最终以增强真实在场、

重塑团结符号、聚集共同关注、强化情感共鸣构建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

研究生应邀参加第八届“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与实践大会”

为全面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9 月 25 日至 28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第

八届“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与实践大会”，本次会议由农业工程杂志社主

办，由新疆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承办，由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湖北大学乡

村旅游研究中心、贵州大学西部现代化研究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等作为支持单位，超过 40位

大学校长、院长和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所长参加了此次大会，我院 2023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邱钰烽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大会由十余名专家进行报告讲话。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委

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巡视员黄延信，新疆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院长刘春宇，河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宋炳涛等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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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专家围绕“乡村地区体制机制改革、乡村振兴路径探析、乡村振兴

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了主旨和主题发言。

西华大学“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是于 2021 年 11 月经四川省社科联批准认定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是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一

个开放性学术机构。中心以团结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人员，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执行党的三农政策，深入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促进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宗旨。

中心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其宗旨与本次会议的主题和宗旨高度契

合，为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大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学院邱钰烽的论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价值探析

与路径塑造》 被录用并被收入论文集。该论文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提

出及内涵出发，分析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并对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

师生受邀参加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

9 月 28 日，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 90周年学

术研讨会在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四川文理学院、

中共达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四川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西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青海大学、赣南师范大学、西南政

法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华大学等单位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我

院王京强教授、冯庆元老师、2022 级硕士研究生汤届鑫、2023 级硕士研

究生李俊、肖清受邀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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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四川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侯忠明，四川省委党史

研究室一级巡视员何飚，达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沈雄平致开幕辞。赣南师

范大学副校长邱小云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李小波教授、四川大学何志明

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刘宗灵教授、达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郑天丽老师、龙

岩学院张雪英教授、四川文理学院何先成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

我院师生提交的《新质生产力推动四川革命老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的功能价值和实践路径》《乡村振兴视域下四川革命老区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路径探索》《王维舟宣汉办学思想与实践探析》三篇论文，

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川陕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和历史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

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感悟遂宁和美乡村建设新貌与乡村振兴伟大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深入了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状，总结和美

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深刻领悟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取得的伟大成就，7

月 15 日至 7 月 19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和美美建乡村”研究生暑期

社会实践队在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

中心郑小明教授的带领下，走进四川遂宁，考察调研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悟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践乡村振兴之路。

遂宁市地处四川盆地中部，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等距”

腹心地带，属典型的丘陵地区农业大市。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程

中，遂宁是以“美丽遂宁，宜居乡村”精品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为抓手，

构建制度体系，探索乡村振兴运营新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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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建立起“示范村典范、精品村示范、全域性规范”的串点成线、

连线成片、连片成面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遂宁样板”。

7月 16 日，实践团考察了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村、常乐镇拱市联村。

牛角沟村有“中国红军第一村”之称，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了当地农文旅

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历程，耐心地解答了师生在调研过程中的疑问。在和

美乡村建设中，牛角沟村以“赓续红色血脉、追忆红色文化、振兴美丽

乡村”为理念，大力整治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素质、增强产业活力，形

成了“一核两翼三组团多节点”的乡村建设格局。拱市联村在退伍军人、

党的十九大代表、“最美基层干部”蒋乙嘉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以“党

建引领，共富共美”为目标，立足广大群众根本利益，实现了从穷山村

到富裕村、全国文明村的华丽转变，成为了县域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7月 17 日，实践团前往射洪市广兴镇双江村、瞿河镇中皇村，感悟

“三线织锦洪城梦田、诗酒茶花不负韶华”和美乡村建设。“陈子昂故

里”双江村以“山水田园”诠释生态的射洪之源，以“子昂归处”打造

射洪特色文脉，走出一条“农业文旅化、文化娱乐化、产业市场化、艺

术国际化”的乡村振兴新道路。该村道路宽敞、楼房整齐、环境优美，

村容村貌让人眼前一亮。中皇村原是四川省省级脱贫村，在遂宁市委“五

化”“三园一体”思路的指导下，依托上个世纪三线工厂 3536 厂旧址，

以“传承三线精神、依托科技赋能、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实

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成功打造了“农文旅融合”的 4A级乡村旅游

风景区，积极探索出“三线”建设地区乡村振兴成功道路。

7月 18 日，实践团调研了船山区河沙镇凤凰村、安居区常理镇海龙

村。凤凰村以遂宁市新时代“成渝之星·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

契机，走出一条“强组织、兴产业、塑乡风、富百姓”的自主发展之路，

为广大丘陵地区提供以都市现代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先进样本，其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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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葡萄大棚和沿湖民宿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了“产业振兴”在凤凰村

的生动实践。海龙村隶属于原凯歌公社，早在 1970 年，原凯歌公社海龙

村建成第一代第一口沼气池，率先实现全村、全乡沼气化，引领农村地

区“能源革命”的示范效应使其声名远播。在此基础上，该村围绕“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低碳赋能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以深度挖掘沼气能

源革命文化元素为主体，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充分诠释了开拓进取、公平共富的“和美乡村”建设理念。

7月 19 日，实践团走访了大英县卓筒井镇为干屏村。该村契合时代

要求、立足村情实际，深度挖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卓筒井”特色文

化，充分整合盘活资源，将“沉睡资源”变“发展资本”，以甜桃特色

农业为依托，举办“桃花美食·乡村旅游节”，打造了“管咸市”特色

商业街，构建起“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文创体验”的复合式产业体系，

形成一套有益的乡村振兴经验。

在为期五天、5 县 7镇 7村的考察调研中，考察调研团将所学运用到

实践，深入基层与群众对话，深入一线与乡土对话，用自己的足迹丈量

祖国的山河，不仅了解了遂宁七个精品示范村的发展变化，更深刻体会

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

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新时代

的青年要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挺膺担当、奋发有为，以昂扬的姿态追

逐青春梦想，为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实雅践知”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到西昌市大石板古村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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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作为全国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十佳案例”的大石板古

村的振兴路径，将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7月 6日至 9日，西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雅践知”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师生以“寻访古

村踪迹，探悟振兴故事”为题到凉山州西昌市大石板古村开展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

大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大石板古村乘着振兴之风通过农文旅

结合发展的思路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振兴答卷。

7月 6日，实践团队全体成员与石板社区党委副书记尹俊进行了深入

交流。尹俊指出，古村通过改革村级建制、成立经济合作联合社、实施

古村保护与修复工程、创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制度等措施，为古村

农文旅经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当地党组织的带领下，大石板古村进一步探索出了流转经营、入

股经营、委托经营、自主经营等民宿产业的运作模式，同时健全了德治、

法治相结合的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古村农文旅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7月 7日至 8日，实践团队走进茶马古道、周家大院、灵鹰古寺，感

受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石板村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代道光年

间，是当时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乡村振兴工程实施

后，大石板社区对古宅、古井、古树实施保护性修复，最大限度发掘了

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在此基础上，大石板古村深挖彝族文化资源，以彝族服饰、彝族美

食、彝族歌舞为主题的各类文旅项目深受四方游客喜爱。地方民俗与彝

族文化的旅游资源化，为古村的振兴找到了有力抓手。

7月 9日，实践团队分成若干小组，有针对性的对当地村民、商人和

外来游客进行了采访。一位民宿老板说：“在我们村两期拆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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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都积极响应村干部的号召，把拆迁安置房、闲置集体资产利用起来，

发展民宿、彝族美食、旅拍等产业。”

乡村的振兴不仅是村落的修复与提升，新型产业模式的打造与培育，

更需要乡村居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村民的积极参与唤醒了沉睡的古村，盘活了原来的旧民居，

让他们实现了留在家乡也能增收致富的愿望。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西昌市大石板村作为曾经茶马古道上的

小小驿站，历经了六百年风霜，在乡村振兴中华丽变身为新时代的新乡

村。通过此次实践活动，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雅践知”暑期实

践团队感悟到了古村再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奥秘，探究了古村农文旅结

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也坚定了同学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

献青春力量的信念。

中心研究人员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奖

心怀“国之大者”，践行大国“粮”策（学科竞赛全国特等奖）。

该作品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蒋艺、尹德志两位老师指导，母金兰、蒋健京、

周洲、徐蕾、袁莹、黄思怡同学参与完成。作品获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领航计划”系列活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

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特等奖。

纵深推进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学科竞赛省级二等奖）。该项

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尹德志老师指导，王昊一、邓雨欣和蒋雨芮同学参

与完成。作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建立平台微信小程序或 APP 等手段形

成了“产品多样性-消费者选择多-产品质量好-消费者满意-农户收益越

高-改善生产-提供更多高质量农产品”的正向循环，增强了农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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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促进农产品行业良性竞争。作品获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四川赛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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