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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后，我国掀起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高潮，一批相关著作也
陆续出版，而这本《中国县域经济谈》无疑是其中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
 作者许宝健创造性地提出“县域经济乃‘中国之腰’”的观点，对提高县域经济认识，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对构建县域经济理论体系也将作出启发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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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宝健，男，黑龙江省人。
文学学士，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现任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2007年1月更名为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社长、党委书记，经济日报县域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高级记者。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出版作品有：《万世根本——一个记者眼中的“三农”》，《社会企业家——一个农民企业家对理想
王国的探索与实践》、《中国企业家经营管理思想文库》(系列丛书，主编)《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年鉴
》(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转用问题研究》、《重中之重——三农随想录》，此外在《中国记
者》杂志、《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等发表经济理论和新闻业务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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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县域经济是怎么热起来的
  二、县域经济为什么会热起来
  三、如何理解县域经济
  四、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几个关系
  五、怎样防止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
  六、提振经济需拦“腰”出重拳建议全国每县投资一亿元
  七、县域经济要有一个大发展
第二章  怎样当好县委书记
  一、县委书记：党和人民寄予厚望
  二、当好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人
  三、县委书记是党的执政骨干
  四、始终不能辜负的“第一”
  五、“第一责任人”要全力抓好“第一件大事”
  六、在追求中奋发向上，还是在追求中迷失自己
  七、县委书记要离群众近些再近些
  八、当好班长带好队伍做好表率
  九、当个县委书记，不学习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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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要大张旗鼓地推进官德建设
  十二、县委书记要有畏惧之心
  十三、营造和践行积极向上的“官场文化”
  十四、如何对待官场规则
  十五、县委书记要培养健康的情趣
  十六、提高运用大众传媒资源能力
  十七、把握好与企业老板交往的度
  十八、焦裕禄永远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十九、今天我们向焦裕禄学习什么?
第三章  县域热点焦点评析
  一、到底该有多少位副秘书长?
  二、为顺德改区再遗憾
  三、孝：该不该成为干部考核标准
  四、市县政府如何对待舆情危机
  五、城镇化要讲两句话：是动力，也是结果
  六、《县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的期望
  七、关于县市领导的年龄
  八、领导干部是怎么变成弱势的
  九、县长超配责任在上面
  十、干部下乡种地收获啥
  十一、县委书记升地级市长的启示
  十二、为老科长们说句话
  十三、宁津“双薪双管”折射县域人才饥渴
  十四、“方便市长”的启示
  十五、苍南县的逻辑能不能站得住脚?
  十六、两千多位县委书记都上微博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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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从党的历史中不断汲取前进动力
  十八、“道歉”也是生产力
  十九、老县委书记的“远虑”提醒我们什么?
  二十、给通道县官员演电影以更宽理解
  二十一、明确权力边界意义更大
  二十二、让更多正面官员形象占领网络
  二十三、官场礼让体现了一种什么精神
  二十四、多听一听群众的意见
  二十五、县市领导要能坐得住“板凳”
  二十六、强县扩权，实质是还县市发展权
  二十七、强县扩权不能否定以市带县
  二十八、垂直管理是否限制县域经济发展
  二十九、大邑县“首提问责制”是一大进步
  三十、县市“39岁现象”值得重视
  三十一、女县长当被告为何有点“紧张”
  三十二、对强县出路的一种议论
  三十三、改地不换天
  三十四、注意研究地方党委“减副”后的新情况
  三十五、体验一个西部县的开放心态
第四章  确立新的农村发展观
  一、多个维度看粮价
  二、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
  三、制度创新助力现代农业
  四、‘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建设
  五、确立新的农村发展观
  六、应给失地农民发展权补偿
  七、破一破肉价思维的定式
  八、怎样看待当前农副产品涨价
  九、抓住时机调整肉食结构
  十、奶牛不能走生猪的路
  十一、日本大米是啥大米
  十二、增产也是节约出来的
  十三、奶业老板，你让人失望
  十四、从农村改革发展中汲取更大动力
  十五、制度建设为什么重要?
  十六、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为什么长久不变?
  十七、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才能更加充分而有保障
  十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十九、为什么会重“分”轻“统”?
  二十、农民离“市场主体”还有多远
  二十一、“统一经营”的亮点为何被忽视?
  二十二、驳所谓“土地新政”
  二十三、究竟什么是公益性建设用地?
  二十四、如何理解“逐步缩小征地范围”?
  二十五、农民在征地中应该是什么地位?
第五章  领导干部写的书
  一、鄂温克民族的风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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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刘云山的《敖鲁古雅风情》
  二、让历史告诉现在
    ——读吉炳轩的《学思录》《鉴知录》
  三、新“农民工观”的集中展现
    ——读韩长赋的《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四、把握“三农”政策轨迹的典型之作
    ——读李炳坤的《李炳坤文集》
  五、官话可以实说
    ——读李克军的《官话实话》
  六、抓落实也是大学问
    ——读吴时茂的《基层干部抓落实浅论》
  七、领导是最重要的成长环境
    ——读任彦申的《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后觉》
  八、江南才子不书生
    ——读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
  九、“天价”难买的家国情怀
    ——读李肇星的《生命无序》
  十、中国需要大思维
    ——读李慎明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
  十一、一部粮食安全问题的厚重之作
    ——读尹成杰的《粮安天下》
  十二、天下儿女的心声
    ——读何庆良的《孝心不能等待》
  十三、“带着感情作‘三农’学问”
    ——读陆子修的《新世纪“三农”沉思录》
  十四、把经济工作重心移至县市一级
    ——读杨军宪的《基层中国》
  十五、从断裂到升华
    ——读李天岑的《人精》
第六章  调研与建议
  一、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动力
  二、推进职级并行拓宽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
  三、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实践基地、解决“理论落地”问题的建议
  四、关于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建议
  五、高度重视和加强手机媒体管理
  六、以新一轮建房为契机扩大农村市场需求。
      七、关于地方党委换届中减少副书记职数的情况调查及对策建议
  八、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建议
  九、关于创办《经济日报》美洲版的建议和设想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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