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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建设工作推进会

为进一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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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心”）的建设工作，10月 26 日下午，

中心在 1-5034 召开建设工作推进会。西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力，科技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建筑与土

木工程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现代农业装备研

究院等中心共建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心副主任郑小明主持

会议并向与会人员汇报了中心已开展的建设工作情况。

会上，张力副书记回顾了中心的申报过程，强调了中心的作用和意

义，对中心今后的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推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的设立，紧扣时代主题，与我们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心任务高度

契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三农”工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要求，中心要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突出“创

新理论、服务地方、回馈社会”的宗旨，凝练研究方向，夯实理论研究

基础，拓展应用研究范围，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打造一支高水

平的专兼结合的学术队伍，加强与有关地方和单位合作，扩大中心的辐

射和影响，要有所作为，有大作为。他希望，参与中心共建的 8 个学院

和研究机构要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通力协作，努力将中心建设成为“西

部一流，国内知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

学术交流中心、资源信息中心。

与会人员就中心章程、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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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课题发布以及中心未来的发展规划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推进会凝聚了思想共识，汇聚了建设合力，对中心今后的建设工作起到

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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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将根据四川农业农村现

代化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向西南，主

要从产业振兴、乡风文明建设、乡村规划与设计、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四个方向开展深入研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助力我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研究生应邀参加基层与地方治理系列论坛

由于此时处于疫情管控期间，该会议于线上召开，我院学生蒋健京

于基层与地方治理系列论坛上做了题为《筑牢城乡基层治理基础》的报

告。

本次“圆桌论坛”各位专家对基层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的解剖，

每位专家各抒己见，其关键词包括：公共服务、群众参与、信息技术、

党建引领、资源下沉、应急管理等。其中，四川大学姜晓萍教授围绕“社

区服务的态度与温度”为主题，从社区服务“三问”—是何？为何？何

为？三个层面出发，以实现的精准化、精细化、标准化、数字化贯穿通

篇，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目标展开发言；李郇教授从群众参与的角

度出发，强调了基层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包括在体制方面的“纵向到

底”即市级谋划、区县统筹、街镇服务和机制上的横向到边即共谋、共

建、共管、共评、共享，而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上特别强调了三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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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和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突出了政府角色应逐步放权，切忌大包大揽。

当下关于治理的研究，无不回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我国治理正实现从“官治”走向“官民共治”的善治之路，需要着力将

治理中的各个要素转化为推进实现“政府-社会”协同的有效力量。基层

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突破口，应当充分围绕

治理主体、客体、渠道、技术、手段、机制、制度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不断筑牢城乡基层治理基础，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同步现代化。

中心完成 2022 年度开放课题评审立项工作

根据《西华大学科研平台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西华行字 2022[270]

号)文件及管理流程，2022 年度科研平台基地开放课题(第八批)已完成受

理申报申请、专家评审、归口部门备案等程序，同意立项 33项。立项清

单如下表：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

负责人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项目

类型

立项拨

付经费

(万元)

1 XCZX-001 宋宝莉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特色农产品品牌建

设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重点 0.5

2 XCZX-002 林耀奔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方案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重点 0.5

3 XCZX-003 何静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农业”的创新实

践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般 0.2

4 XCZX-004 刘丹萍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省农产品公用

品牌建设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5 XCZX-005 孙锦杨
西南地区水产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模式

与机制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一般 0.2

6 XCZX-006 义旭东
区块链溯源+质量保险：打造地方特色农

产品品牌的创新模式
西华大学 一般 0.2

7 XCZX-007 舒悦
文旅融合背景下川西林盘农耕文化景观

设计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8 XCZX-008 朱海嘉
党内法规制度视角下川东北农村基层党

组织领导能力建设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一般 0.2

9 XCZX-009 杜靖
大学生参与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0 XCZX-010 潘恒
供需视角下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

粮仓”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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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XCZX-011 孙虎 四川传统农具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2 XCZX-012 陈珊 农村失能老人养老困境与治理对策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3 XCZX-013 熊于宁
乡村振兴背景下直播赋能的农产品电子

商务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4 XCZX-014 刘伟明 优化四川农业农村人才政策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5 XCZX-015 陈泽友
乡村振兴战略下特色小镇带动城乡融合

发展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6 XCZX-016 武月琴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中小

型农机具设计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7 XCZX-017 冯义强
“一肩挑”背景下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

建设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一般 0.2

18 XCZX-018 郑丽
乡村振兴战略下特色小镇培育策略研究

——以郫都区川菜小镇为例
西华大学 一般 0.2

19 XCZX-019 吴浩
四川民族地区村落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

研究——以阿坝州理县藏羌村落为例
西华大学 一般

20 XCZX-020 董坤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21 XCZX-021 张明晖
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22 XCZX-022 王雪峤
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农村失能老人“多

元共服”养老体系建立研究
西华大学 一般

23 XCZX-023 吴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大学生应急

能力素养提升路径及策略探索
西华大学 自筹

24 XCZX-024 刘任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规约对乡风文明建

设的路径启示
四川农业大学 自筹

25 XCZX-025 曾子明 农耕文化知识图谱设计研究 武汉大学 自筹

26 XCZX-026 梁正科
四川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

治理与成效调查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27 XCZX-027 刘婷 民族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28 XCZX-028 郎方方 民族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29 XCZX-029 李杰

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城乡文旅融合助

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凉山州的

调查

西华大学 自筹

30 XCZX-030 李朝阳
城乡融合视角下县域基础设施和人居环

境精准治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自筹

31 XCZX-031 王慧 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乡村档案治理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32 XCZX-032 刘晓晗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物流人才可持

续培养路径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33 XCZX-033 樊洁 乡村振兴中的语言文化建设研究 西华大学 自筹

冯永泰教授应邀出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

术研讨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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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月 28 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社科

联指导，四川师范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四川成都举行。四川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李向成致欢迎辞，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芯、四川省社科

联党委副书记彭斌、四川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胡卫锋分别讲话。研讨会

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杂志社等数十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近五十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

研讨发言。我院冯永泰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在学术座谈环节作了《“两

个结合”的时代意蕴和新使命》的发言，促进了与四川省重点马克思主

义学院和省重点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

中心研究人员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

何雨薇、赵菲等同学在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

及创业”挑战赛及创业”挑战赛四川省赛区中以“深藏 blue——乡村振

兴人才”获省三等奖：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乡

村振兴战略蹄疾步稳。团队对市场进行分析，发现融合性的三农电商平

台的欠缺，抓住此次机会，团队将三农电商平台与乡村振兴等方面结合，

为农民提供宣传和销售农产品的平台，为寻求工作的人尤其是大学生提

供就业平台。本平台依赖于政策支持和强大的市场需求，发展三农电商

市场，注重满足客户需求，运用自媒体推广方式与平台服务内容进行结

合，进行推广和宣传。本团队旨在促进中国乡村发展，推动农业革新，

贡献青年力量。



6

刘琪等同学以“穷酸富壤--改良盐碱化土壤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法宝”

项目在第八届四川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铜奖。

土壤盐碱化已经成为世界旱地农业面临的四大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我国

盐碱土面积已达 14.9 亿亩。同时，随着过量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潜在盐

碱土及次生盐碱土的面积在逐年增加，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严重

影响了国家粮食丰产与安全，对盐碱土的开发利用迫在眉睫。项目团队

针对碱化土壤，依托专利技术，自主研发了易吸收、降碱快、低成本、

保湿强、富营养、绿色环保的“治碱宝”牌碱化土壤改良剂、盐碱土壤

增肥改良剂 2 个产品。以最低成本的废弃液有机酸为原料，改善盐碱地

土壤，使土壤在降碱的同时更加肥沃，实现盐碱土壤生态重构，助力乡

村生态振兴。本项目通过与成都华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了生物

技术与实体企业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共建共享平台，促进了产品的生产、

研发、宣传推广及应用。

中心研究人员赴天府新区指导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工作

2022 年 8 月，中心副主任郑小明、现代农机装备专家廖敏教授应邀

赴天府新区为天府新区乡村振兴促进会及眉山市涉农企业就乡村振兴、

现代农机装备等开展政策解读和技术咨询服务；与“天之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眉山市农投公司、彭山正兴农业就中药材产业机械化发展应

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郑小明等参加省农业厅乡村振兴年度考核考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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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中心副主任郑小明，中心研究人员尹德志等应四川省

农业厅聘请，作为省乡村振兴年度考核考评专家成员参加了对资阳市、

南充市、达州市等地的 2022 年度乡村振兴考核考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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