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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村奋斗》

内容概要

本书真实记录作者三年潜心基层，领导和参与一个社区权力运行、资源分配、生产生活的亲身实践。
作者吸收响应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前沿理念，精准扶贫、互助资金、农业保险、平安村创建、惠农
新政试点，并将其外化于自己的基层实践。这里没有泛道德式的批判，没有空洞的煽情，作者身体力
行地感受着黄土地上农民的苦乐，体验着乡村试验的喜悲。

Page 2



《祁村奋斗》

作者简介

赵安之，1987年生，甘肃省镇原县人，中共党员。兰州大学管理学学士，兰州大学法律硕士，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硕士。先后担任中共镇原县城关镇五里沟村、祁川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城关镇团委
书记等职务，现挂职甘肃兰石集团工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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