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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样当县委书记的完整案例”为题目，为苏绍荣同志的《民生之责》一书作序，是因为我们之
间的交往正是从案例教学开始的。
　　2006年4月起为期近一年，党中央举办了“全国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专题培训班”，我是主讲教员之一。
记得是同年6月份，苏绍荣同志作为广西武鸣县委书记，来中央党校参加培训班，恰好，我的同事徐
平华副教授正在武呜县挂职锻炼当副县长。
为了表达对武呜县委培养党校经济学中青年教师的谢意，经济学部领导出面宴请了苏绍荣同志，让我
作陪。
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交谈中，我脑海中留下了几个突出的印象，一是武鸣县已经被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确立为唯一的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县；二是我们之间在如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方面有相当多的共识；三是苏绍荣
同志仍然保留着出身于普通百姓的本色；四是我们年庚相仿，他年长我一岁。
其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研究2006年秋季学期的教学工作，部领导要求我和石霞教授，在已有省部级
领导干部进修班三农问题案例教学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为了实现这一教学要求，我们反复切磋，决定把广西武鸣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作为案例，搬
上省部级班的课堂，并且请苏绍荣同志以案例当事人的身份同我们一起上讲台。
我们之所以选择武呜县作为案例调研基地，是因为该县的情况符合我们上案例课的基本设想：一是给
省部级领导干部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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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不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县委书记，但我是一个爱好学习、喜欢思考、肯想办法的县委书记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但我是一个认认真真做一点事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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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绍荣，1956年1月出生，祖籍广东开平市，研究生学历。
先后担任共青团南宁市委副书记，南宁市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武鸣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南宁
市江南区副书记，南宁市计生委主任等职。
2002年10月至2009年3月任中共武鸣县委书记。
现任南宁市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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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立农村文化建设责任机制。
为使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更加具体化，更具操作性，武鸣县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
县委、县政府下发了《武鸣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整体推进“663工程”工作要求》，明确了各镇、各
单位在文化建设中的目标及工作任务，切实建立起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责任制，为农村文化建设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进一步把文化建设工作的责任延伸至基层，各镇党委、政府也将文化工作列入党政班子的年度考核
体系，将文化工作实绩与相关责任人的工资、奖金挂钩，从而促使全县农村文化建设走上了制度化、
规范化的轨道。
　　健全农村文化投入机制。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投入是难点，也是关键。
为此，武鸣县把加大政府投入与引导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共建合力机制。
即一方面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保障机制，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和活动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广开筹资渠道，积极探索新模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以冠名、捐赠
等形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二、完善文化设施网络，搭建农村文化平台　　武鸣县坚持“建设小舞台，推广大文化”的思想
，以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为重点，努力搭建群众文化发展平台，构建了县、镇、村三级文化设施网络，
为广大农民参与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
　　发挥县级辐射示范作用，打造县城形象品牌。
近年来，武鸣县不断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相继建成或修缮了县城文化中心广场、武鸣会
堂、狮子山烈士陵园等一批群众文化活动基地，充分发挥了县城文化辐射功能。
投资300多万元兴建的文化中心广场，集钢架顶棚灯光球场、灯饰园林、大型音乐喷泉于一体，已成为
县城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
每年全县举办的“泥土芬芳”文艺汇演、国际民歌节“绿城歌台”·武鸣歌台等大型文艺演出也多选
择在此举办，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县城的文化品味。
作为“全国信息共享工程”试点的县图书馆在为广大读者提供正常的图书借阅之余，也通过设立电子
阅览室，开辟绿色网络通道，为读者提供迅速便捷的网络阅览服务，每年接待读者约12万人次。
农村文化建设责任机制。
为使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更加具体化，更具操作性，武鸣县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
县委、县政府下发了《武鸣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整体推进“663工程”工作要求》，明确了各镇、各
单位在文化建设中的目标及工作任务，切实建立起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责任制，为农村文化建设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进一步把文化建设工作的责任延伸至基层，各镇党委、政府也将文化工作列入党政班子的年度考核
体系，将文化工作实绩与相关责任人的工资、奖金挂钩，从而促使全县农村文化建设走上了制度化、
规范化的轨道。
健全农村文化投入机制。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投入是难点，也是关键。
为此，武鸣县把加大政府投入与引导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共建合力机制。
即一方面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保障机制，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和活动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广开筹资渠道，积极探索新模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以冠名、捐赠
等形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二、完善文化设施网络，搭建农村文化平台武鸣县坚持“建设小舞台，推广大文化”的思想，以
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为重点，努力搭建群众文化发展平台，构建了县、镇、村三级文化设施网络，为广
大农民参与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
发挥县级辐射示范作用，打造县城形象品牌。
近年来，武鸣县不断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相继建成或修缮了县城文化中心广场、武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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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狮子山烈士陵园等一批群众文化活动基地，充分发挥了县城文化辐射功能。
投资300万元兴建的文化中心广场，集钢架顶棚灯光球场、灯饰园林、大型音乐喷泉于一体，已成为县
城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
每年全县举办的“泥土芬芳”文艺汇演、国际民歌节“绿城歌台”武鸣歌台等大型文艺演出也多选择
在此举办，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县城的文化品味。
作为“全国信息共享工程”试点的县图书馆在为广大读者提供正常的图书借阅之余，也通过设立电子
阅览室，开辟绿色网络通道，为读者提供迅速便捷的网络阅览服务，每年接待读者约1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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