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凤山飞出的“金凤凰”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胡仙芝是一

名典型的“学霸”。

1990年，胡仙芝从永康一中毕业，

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那时候，永康

一中的校址在飞凤山。“那时，大家把

考上大学的学生戏称为飞凤山下飞出

的‘金凤凰’。”胡仙芝说，父老乡亲们

期望着从永康走出去的学子，能够像

凤凰一样出人头地，成为国家的栋梁

之才。

越是有识之士，越觉得知识海洋

浩渺无穷。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胡

仙芝又考上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攻读政治学和行政管理专业，主要学

习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各种社会

政治现象，包括政府运行、政府管理、

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民主与法制等。

1997年，胡仙芝从北京大学毕业，

进入国务院办公厅主管的中国行政管

理学会工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是改

革开放后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求

设立的，主要研究行政管理的理论和

实践，发展行政管理科学，为政府改进

行政管理服务。

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胡仙芝先

后担任了学术部干事、实习研究员、助

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行

政管理》杂志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理事会

秘书长、副理事长等职务。

从校门跨入机关，胡仙芝刚好赶

上了风云激荡的机构改革大潮，成为

改革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在

当时进行的大规模机构合并、重新设

置、人员分流等改革过程中，我主要从

事相关的调研，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必

要的理论支持。”胡仙芝说，虽然是刚

出校门，但也算是为推动改革尽了自

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学海无涯，学无止境。1999年，胡

仙芝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理

论与方法方面的博士研究生，期间还

参加国家行政学院与北大博士联合培

养项目，于 2002 年获得博士学位。在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工作期间，她还参

加过国务院办公厅科学发展观学习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并到中

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进修学习过

半年。正是不间断不停歇的学习和深

造，造就了胡仙芝现在的工作业绩和

学术成就。

2009 年，胡仙芝转到国家行政学

院担任研究员，从事期刊出版、科研、

教学等视野更加开阔的工作，期间还

去内蒙古挂职了一年。在国家行政学

院，她始终在科研管理和科研成果转

化的第一线，积极参与国家首批高端

智库建设，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转化

为决策咨询，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

策出台做前期的方案谋划、提供对策

建议等。

2014 年，胡仙芝从国家行政学院

科研管理处处长岗位，转到中国行政

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岗位，从

事行政体制改革学术研究和课题管

理、咨询服务等工作，为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

和政府管理创新服务。2015 年，她担

任博士生导师，开始为我国公共管理

专业培养和指导博士研究生。

从胡仙芝的经历和论文著作上不

难看出，她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为各

层级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

持。而我国能够建立自上而下的精密

高效的行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能够持续推进，离不开像胡仙芝这样

的“高层大脑”智库人才。

被称为最接地气的专家
从攻读博士起，胡仙芝就一直在

关注政务公开。她的博士论文课题，

也选择了政务公开与政治发展方面的

研究，希望用自己学到的方法和理论

去分析、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从我的观察看来，中国的政治要

发展，必须要有几个抓手。而从基层

到中央一直极力推动的政务公开，就

是最有力的抓手之一。”胡仙芝说，从

近年来的实践不难发现，我国的政务

公开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做得越来越

好，实现了从村一级到国务院层面的

财务公开、重大决策公开、制度公开、

办事结果公开等，各级政府机关越来

越规范，党风廉政建设越来越清明，政

治发展的现代化指数也越来越高。

在研究过程中，胡仙芝发现永康

的政务公开工作开展得比较好，老百

姓对政务公开的意识觉醒也比较早。

为此，她还特地回到永康开展调研，并

将永康作为一个县级政务公开的优秀

案例，写进了《政务公开与政治发展研

究》一书中。

“我时常把永康当作我的一只‘小

麻雀’，很多课题研究成果的灵感和素

材都源自永康。”胡仙芝说，作为东部

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代表，永康的

发展进程相当具有代表性。她时常会

通过永康驻京办的干部和身边在永康

机关单位工作的亲朋好友，了解永康

的实际情况，并经常去全国各地开展

调研，深入一线掌握基层干部群众的

真实想法。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很多学术

论坛上，我的报告也许不是最精彩的，

但肯定是最接地气的。”胡仙芝经常被

称赞为最接地气的学者，她说这种地

气就来自家乡、来自永康的父老乡亲。

胡 仙 芝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两 件 趣

事。《政务公开与政治发展研究》出版

后，她的一位来自西部落后山区的大

学同学要走这本书，拿给他的母亲。

而他的母亲拿着书找到村干部，对照

与政务公开相关的章节，要求村里将

该公开的公开，要求兑现对村民的公

开承诺。

还有一次，有位朋友去某个部门

办事，当时市行政服务中心还未设立，

结果被办事人员推来推去，跑了好几

趟都没办成。后来，朋友看了胡仙芝

的书想到了办法，对照该部门墙上公

开的人员职责和办事程序，找到了相

应的人员，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政务公开不仅让老百姓办事有

了底气，也让大家在向政府机关提出

合理要求时更具胆气。”胡仙芝说，通

过政务公开，各级政府自觉做到依法

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正实现

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使。

愿为家乡发展尽心出力
尽管在北京生活多年，但家乡始

终是胡仙芝魂牵梦绕的地方。多年

来，她一直默默关心关注着家乡的发

展，即便是工作也与家乡有着不少的

交集。

2012 年，胡仙芝参与了一个关于

基层电子政务公开平台的课题研究。

在走遍全国各地了解完情况后，她发

现永康的做法与其他地区有些不同。

比如，有些财力好的地区会投入大量

资金，委托第三方来整体开发电子政

务平台系统，结果往往因为一些复杂

的原因延误了进程；而永康则会选择

在现有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改

造提升，如此一来不仅节省了资金，而

且成效更加明显。

举个例子，在开展政务公开改革

试点过程中，永康根据政务公开纵向

到村的要求，结合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人口覆盖率达 98%的实际，积极探索

数字电视政务服务手段，建设数字电

视政务频道，实现了信息直接从电子

政务平台抓取及时更新，为边远农村

的群众提供了更加方便、优质、有效而

适宜的信息传播途径。

“数字电视政务服务手段的应用，

以每户一个机顶盒的投入，解决了边

远农村的接收终端问题和农村老人不

会操作电脑的技术壁垒问题，不仅节

约了硬件投入和人力运营成本，而且

更大限度地畅通了政务公开渠道。”胡

仙芝对永康推进政务公开的创新做法

赞赏有加。她不仅把永康的经验做法

作为精选案例写入了《我国县级政务

公开研究》一书，而且在新华社《瞭望》

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县级政务公开的

“试点经验”》中，专门把“浙江永康：消

除城乡数字鸿沟”作为一个章节，对永

康的“试点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而谈到永康这些年的发展，胡仙

芝也是赞不绝口。“永康的工业经济发

展快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生态环境

日趋好转，各项事业充满了生机和活

力，这和各级党委政府求真务实讲求

实效、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祉的努力

分不开。”胡仙芝坦言，每年春节回家

都能感受到永康新的变化，都会为家

乡的发展感到骄傲，“作为一名土生土

长的永康人，我也将尽自己的所能宣

传永康、推介永康，为永康的发展尽心

出力。”

对于即将召开的永康博士大会，

胡仙芝表示十分期待，然而由于工作

安排等方面的原因，届时能否参加暂

时还不能确定。为此，在衷心祝愿永

康博士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同时，她

也借《永康日报》一角，为家乡送上真

挚的祝福：“祝愿父老乡亲安居乐业、

乐享生活，祝愿幸福永康、文明永康

再创辉煌。”

□记者 张赤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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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仙芝：“高层大脑”的智库人才
一头乌黑的长发，戴着一副黑框

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言辞逻辑严密，
典型的学者形象，这是胡仙芝博士留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源自对家
乡人的亲切感，胡仙芝言谈举止平易
近人，让人倍感亲和。

实际上，此次记者一行在京采访
永康籍博士，得到了胡仙芝的很多帮
助。她不仅帮我们联系采访对象，想
方设法为我们提供采访场地，还帮我
们规划出行线路，为我们节省了不少
时间，让我们顺利完成了在北京的采
访任务。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一
间会议室里，胡仙芝还特地将她多年
来取得的学术成果和著作整理出来，
堆积起来像一座小山。在这样的书山
文海里，我们开始了与胡仙芝的对话。

胡仙芝
唐先镇下位村

人，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行
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研究部主任，主要研
究方向为政治发展、
行政改革、公务员制
度、应急管理等。

□人物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