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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发布2024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发挥科技对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支撑作用，加快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

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满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需要，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出2024年农

业重大引领性技术10项、主导品种150个、主推技术150项，现予推介发布。各地农业农

村部门要抓好主要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推广应用，充分利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开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示

范展示和指导培训，引导带动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尽快进村入户到田，不断提高技术入户率到位率，为提升粮油等主要作物生

产能力提供有力科技支撑。&ensp;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8160.htm 

  

2．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解读一季度“三农”

发展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粮稳天下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粮食产量保持在1.3

万亿斤以上的预期目标，并部署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抓好油料生产，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完善农资保

供稳价应对机制。加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国家关

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务必通过细致工作扎实到位。受访专家表示，政府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8160.htm


工作报告对今年粮食生产和乡村振兴的建议，是对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相关内容的强调、延续和落实，部署具体举措，突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底

线任务和促进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6307.htm 

  

3．农业农村部：着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全面振兴衔接升级 

【乡村振兴网】4月19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4年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情况，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李敬辉表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党中央、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关心牵挂的一件大事，是“三农”工作不容有失的底线任务之一。2月份农业农村

部就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推进会，紧锣密鼓部署推动各地抓好年度重点任

务，有力有效处置甘肃积石山地震灾情返贫风险，分类推进帮扶产业发展，脱贫人口务

工就业规模超过30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整乡整村规模性返贫底线，脱贫攻坚成果得到

巩固拓展。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6981.html 

  

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绿色建材下乡活

动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

进新型工业化和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加快绿色建材生产、认证和推广应用，促进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

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决定在2022年及2023年试点工作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

绿色建材下乡活动。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7673.htm 

  

5．如何确保完成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回应 

【乡村振兴网】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行

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实现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6307.htm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6981.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7673.htm


强。行动方案明确了“巩固提升口粮、主攻玉米大豆、兼顾薯类杂粮”的分品种增产思路，

提出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区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聚焦720个粮食产能提升

重点县，指导地方加快实施农业节水供水、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振兴、粮食单产提升、

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等支撑性重大工程。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7061.html 

  
【文献速递】 

1．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作者：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 

文献源：知网,2024-04-26 

摘要：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

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

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

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

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

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

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

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

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

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iGGaAewIQAA05kOVCMgM319.pdf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7061.html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iGGaAewIQAA05kOVCMgM319.pdf


  

2．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U型关系 

作者：李晓慧;李谷成 

文献源：知网,2024-04-26 

摘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

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指

数与县域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

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这一结

果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各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处于扩大阶段，而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处于缩小阶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

地区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显著，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

产区均呈U型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显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进一步保障数字

乡村发展质量，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Y4ydeAMdKFAA3btPgJkTw881.pdf 

  

3．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就业效应与机制分析 

作者：潘嗣同;龚教伟;高叙文;史清华 

文献源：知网,2024-04-24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六期微观面板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的实施刻画政府支持的电商发展，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政策实施对农村居

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特别是“离土不离

乡”型和包容性非农就业。具体而言，该政策实施后，样本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概率提高

了14.4%，本地非农就业概率提高了15.1%，外地非农就业概率降低了4.3%；该政策实施

的非农就业效应在女性与中老年人群体，在低资本禀赋家庭，以及在原贫困县、革命老

区、中西部地区、电商潜力地区更强。从产业演化和组织激励视角进行的机制分析表明：

该政策的实施可通过促进乡村企业发展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成本，以及通过形成同群经济激励与个体声誉激励增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偏好。综合

来看，借力电商发展，多渠道引导和保障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促进形成本地农村劳动力

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均衡配置，有益于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E/Csgk0WY4ydeAMdKFAA3btPgJkTw881.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iF4WAJHk1ABT8D6xiUiQ489.pdf 

  

4．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量表开发与检验 

作者：杨金华;肖宁;章锦河;李谦;刘佳敏 

文献源：知网,2024-04-24 

摘要：乡村振兴旨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乡村居民作为乡村发展的

主体，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地居民

公民意识的研究涉及较少，能测量的量表更是少见。以乡村旅游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通

过文献回顾和半结构化访谈，提炼出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及结构维度；

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问卷预调研等方式确定公民意识的初始量表，并对安徽宏

村、湖南张谷英村和靖港古镇3个乡村旅游地所在居民开展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乡村

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量表由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公共意识3个维度，共10个测项构成，

量表的信效度俱佳。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4yFaARcTuAAustS0Z1K4890.pdf 

  

5．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作者：朱炳钦；李婷 

文献源：知网,2024-04-24 

摘要：基于2010—2021年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和先导区试点

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方法，实证分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西

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乡村产业融合显著提升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提升水平约1.5%，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乡村产业融合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

两个重要渠道，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效应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乡村产业融

合对西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分维度分析表明，乡村产业

融合主要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等3个维度对县域经济韧性发挥积极作用，

在恢复能力维度作用还不显著。据此，建议西部民族地区增设县域产业园区，构建全产

业链；提高经营主体劳动效率，优化乡村农业产业结构；强化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推广

农业技术。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iFdeADhi9AB9vEJtft9Q248.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iF4WAJHk1ABT8D6xiUiQ489.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4yFaARcTuAAustS0Z1K4890.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iFdeADhi9AB9vEJtft9Q2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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