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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

【乡村振兴网】2024年2月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

农”工作的《意见》。文件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的基

础上，提出“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的总体框架，为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做

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明确了“路线图”。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6081.html

2．我国明确“农民主导”实施村庄规划

【中国农网】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在守住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和历史文化保护

线基础上，我国明确村庄规划实施的“农民主导”特征并坚持“多规合一”改革方向。自然

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22日在媒体座谈会上说，为贯彻落实2024年中央一号

文件精神，自然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

县域层面统筹、提升编制成果质量、加强土地政策融合，引导农民广泛参与，解决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存在的片面追求“全覆盖”、成果质量不高、实用性不强等问题，更好地支

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两部门强调，村庄规划要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底线、守历

史保护底线、守节约集约用地底线，实事求是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不搞“齐步走”“一刀

切”。

链接:

https://www.farmer.com.cn/2024/02/23/99947392.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6081.html
https://www.farmer.com.cn/2024/02/23/99947392.html


3．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

件3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这份文件题为《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全文共六个部分，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

全面领导。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

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文件提出，以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

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

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真抓实干做好2024年重点工作，不折不扣完成好既定

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2103.htm

4．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 全文

【乡村振兴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

工程”），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由点及面、迭代升级，20年持续努力造就了万千美丽

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

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

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2103.htm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5831.html

【文献速递】

1．脱贫山区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作者：张恒硕；李绍萍；钱学胜

文献源：知网,2024-02-01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格局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中国农村涌现出大量代表、服务和

维护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因其公益性和社会性在参与社会治理、助力乡

村建设和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脱贫山区农村社会组织自

身存在内生动力匮乏、组织管理松散和结构失衡等问题，在乡村契合和自身发展中存在

一定的制约性。结合脱贫山区农村社会组织的现状、问题及作用，探析增强农村社会组

织在农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有效对策，通过加强党政赋能、创新组织体系和强化组织

衔接等措施推动农村社会组织作用有效发挥，进而完善其在稳定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和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推动与衔接功能。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B/Csgk0WXdzAGAZKdyAAguWsQ1pM426

8.pdf

2．数字化发展、乡村建设与农村节能减排

作者：张恒硕；李绍萍；钱学胜

文献源：知网,2024-02-01

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

型，实证分析数字化发展对农村节能减排的影响及门槛效应，并从乡村建设视角揭示乡

村宜居与宜业建设的绿色渠道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显著抑制了农村能源强度和

碳强度的上涨，有效提升了农村节能减排成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发展在农业生

产方面发挥的降能效应更为明显，在农村生活方面发挥的减碳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分

析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农村节能减排的作用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特征，数字化发

展能够推动乡村宜居建设和乡村宜业建设，进而为农村节能减排创造有利条件。据此，

建议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化发展的环境红利；提升乡村数字渗透

能力，培育农村绿色转型发展的数字环境；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增强数字化在乡村

宜居宜业建设的赋能效果。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GAuAVeftAA-3stixGQA090.p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5831.html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B/Csgk0WXdzAGAZKdyAAguWsQ1pM4268.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B/Csgk0WXdzAGAZKdyAAguWsQ1pM4268.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GAuAVeftAA-3stixGQA090.pdf


df

3．金融供给对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作者：王毅；苗转莹；陆玉麒；朱英明

文献源：知网,2024-02-01

摘要：让金融活水“滴灌”乡村发展沃土是新时代赋予金融的使命与任务。本文全面探讨

了金融供给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理论上，金融可通过其功

能发挥所释放的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范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应而赋能乡村高质

量发展。实证上，本文测度了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金融供给和乡村高质

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金融对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金融供给对乡村高

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这一结论在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以及借助工具变量

开展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但对于东部地区以及2014年以后的时段，金融对乡村高

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这也得到了费舍尔组合检验的证实。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对于

全部省域总样本及5类子样本，促进乡村消费升级、释放民生改善效应是金融驱动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环境美化效应和社会规范效

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各渠道的适用性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本文推动了对乡村高质

量发展动因以及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效应、机制和时空差异的理解，丰富了金融地理学

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A/Csgk0WXdyYCAZvAlACAsjZjkPw8176.p

df

4．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探析：框架体系及培育路径

作者：李宣；桂敏；王赛月

文献源：知网,2024-02-01

摘要：在综合数字素养概述、我国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现状的基础上，参考《欧洲公民

数字素养框架2.2》，构建了包含数字化素养基础、数字化核心素养和数字化道德素养

三个维度的我国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据此提出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以

厚植数字化意识为基座，激发学习内生动力；以塑造数字化学习能力为前提，培养终身

学习能力；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基座，打造数字化培育环境；以数字化核心素养为重

点，培育关键技术技能；以内化数字伦理为保障，绘就道德规范图景；以完善全过程监

督为目标，健全培育评价机制。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GAuAVeftAA-3stixGQA090.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A/Csgk0WXdyYCAZvAlACAsjZjkPw8176.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A/Csgk0WXdyYCAZvAlACAsjZjkPw8176.pdf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FgyAYQ_kABTD25eC3GM03

8.pdf

5．中国乡村旅游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及地域系统类型划分

作者：周晓芳；邓俊

文献源：知网,2024-02-01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掌握乡村旅游地发展现状、格局和过程，了解地域分异机制和类

型特点，可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和规划指导。本文在梳理乡村

旅游地发展4个阶段的基础上，基于农家乐、民宿POI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等，运用GIS空间分析中国乡村

旅游地发展不同阶段的格局特点，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对中国乡村旅游地进行

地域系统类型划分和分异机制总结。研究发现：(1)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不平衡和不充分

的发展格局，空间过程遵循核心—边缘和点—轴—面结构到复杂结构的演变规律，除京

津、长三角和珠三角较为发达外，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整体上仍处于第一阶段。(2)中国

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可分为3大类共15个基本类型，不同类型区乡村旅游地不平衡、不充

分特点不同，地域分异因素各异。自然生态环境本底结构是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形成的基

础，社会经济文化是动力，在乡村旅游功能分化作用下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依山、傍水、

沿路、环城、附景、彰文的地域分布规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趋势加剧。(3)乡村旅游

地市场化发展加剧了乡村和乡村旅游地域系统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

下，应支持不发达地区乡村旅游优先发展。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A/Csgk0WXdx6-AMnOJACxGWU3Aj9o764.

pdf

6．日本国土开发与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及实践

作者：李东坡；米洁；周慧

文献源：知网,2024-02-01

摘要：国土开发和城乡融合已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日本在相关领域

丰富的政策及实践经验值得研究借鉴。本文考察日本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法律规

划变迁，梳理国土开发和城乡融合的政策和实践，总结其乡村振兴实现机制及对中国的

启示。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城乡关系由竞争转向融合，农村生态环保、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FgyAYQ_kABTD25eC3GM038.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FgyAYQ_kABTD25eC3GM038.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A/Csgk0WXdx6-AMnOJACxGWU3Aj9o764.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A/Csgk0WXdx6-AMnOJACxGWU3Aj9o764.pdf


文化交流、观光休闲等功能日益凸显。经过几十年探索，日本形成了以国土开发与城乡

融合为两翼、从要素流动和空间拓展多维度发力的乡村振兴推进机制。主要经验包括经

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政府主导规划和支持措施、农村开发政策

导向实现从外来到内生的转变、有重点地平衡区域发展、信息技术加速价值开发和城乡

要素对流。出现的问题包括早期国土开发过度依赖中央主导型投资、缺乏独立的乡村振

兴规划、地方中央规划的协调性差。基于较为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治理体系，中

国也形成了诸多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和实践模式。日本经验的有益启示包括完善国土规

划体系、加快专业立法、创新经营与乡村治理模式、畅通城乡信息对流。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D/Csgk0EGHFT6AGgKxABmwoSu8t6877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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