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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落实落地?

——在全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乡村振兴局】2022年6月20日，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在全国

乡村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全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安排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十分

及时、十分重要。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

面，我就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总体考虑和工作安排讲两点意见。一、深刻把握《乡村建

设行动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和部署要求第一，在理念方法上，坚持六项原则。第二，

在行动目标上，聚焦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在重点任务上，抓好“183”

行动。第四，在推进机制上，突出五项创新。第五，在政策支持上，强化“人、地、钱”

要素保障。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落实落地第一，切实推进牵头工作

落实。第二，务实抓好按职责分工工作落实。第三，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7/17/art_624_195908.html

2．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

——学习习近平《论“三农”工作》

【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

了“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根

本遵循。近日出版的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一书，收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稿61

篇。认真学习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推动全党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

http://nrra.gov.cn/art/2022/7/17/art_624_195908.html


性和紧迫性，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加强

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三、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四、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五、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7/12/art_56_195844.html

【文献速递】

1．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川南云村的实践为例

作者：尹瑶

文献源：知网,2022-07-15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组织能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川南云村的

社会建设实践为例，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建设的现实遭遇、策略及行动逻辑进行剖

析。结果表明：在介入乡村社会场域的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与基层政府、村庄精英、

村庄内生性组织、村民等主体建立互动关系，并获得基层政府的政治性支持、地方性权

力的接纳、内生性组织的反哺、村民的认可等合法性资源，从而推动社会建设项目落地。

社会组织以“内外交互”的逻辑嵌入外源系统的资源，整合村庄的内源系统，从而激发村

庄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乡村归于主位，实现以村庄为主体的社会建设。基于此，建议从

关系形态、角色功能、行动目标、主体性等维度构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路径。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VfJOAQT1fAAdNFOZGPbo745.p

df

2．筑牢乡村振兴的财政基础——欧盟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益启示

作者：肖卫东

文献源：知网,2022-07-05

摘要：欧盟是世界高度发达地区，在构建财政支持体系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探索了

许多有益做法，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财政支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财政支

持乡村投资计划和农业农村发展项目；不断优化、完善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创新财政支

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投入方式，加强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资金的整合与管理。积累

了丰富经验，包括不断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

保障；适时调整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和重点方向；不断增强农业农村现代化

财政支持政策工具的阶段性、多样性和系统性。中国在探寻财政支持全乡村振兴的理论

指引和实践路径中，可借鉴欧盟财政在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转型和成功经验。与欧

http://nrra.gov.cn/art/2022/7/12/art_56_195844.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VfJOAQT1fAAdNFOZGPbo74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VfJOAQT1fAAdNFOZGPbo745.pdf


盟相比，中国农业支持总量快速增长，但仍存在总量不足、增产导向明显、结构不合理

等问题。这启示我们，在未来选择上，中国应筑牢乡村振兴的财政基础；加强涉农财政

资源统筹和中期财政支农规划管理，建立健全财政金融协同机制，增强涉农财政资源配

置“集聚效应”“均衡效应”“组合效应”;聚焦乡村振兴战略重点任务，推进财政支农政策的

结构性改革。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SSreADXqHAAjBMBQtytQ024.p

df

3．中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测度分析

作者：祝志川；刘博；和军

文献源：知网,2022-07-01

摘要：为分析我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高质量发展状况、分布动态、

地区差异及演变趋势，依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构建测度指标体系。文章采用熵

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建立测度模型，以中国31个省市2009—2019年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利用核密度分析、马尔可夫链模型及Dagum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深入探究了各

地同步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以及地区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同步发展水平逐年

提高，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个别地区在部分年份存在同步发展水平

回落现象，同时区域内协同发展水平有收敛趋势而区域间差距则逐渐增大。通过深入剖

析我国整体及各大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趋势，为认识我国各地区的协同发展水

平演变提供了依据，为推进各大区域有针对性提升自身同步发展水平及不同区域间的同

步发展，提供了政策性建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sLIqAGiHCAB9cvjwYJvw487.pdf

4．构建有效的防规模性返贫的机制和政策

作者：汪三贵；周园翔

文献源：知网,2022-06-23

摘要：脱贫攻坚完成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过渡期的重

点任务，然而防规模性返贫又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首要任务。本文结合可持续生

计理论框架分析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的返贫风险和原因，对目前政策实践中防止规模性

返贫监测体系和政策帮扶体系进行分析，梳理构建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一是完善防返贫监测纳入和风险消除机制；二是加强对监测户中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SSreADXqHAAjBMBQtytQ02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SSreADXqHAAjBMBQtytQ02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sLIqAGiHCAB9cvjwYJvw487.pdf


非脱贫户的政策覆盖；三是坚持因户施策，杜绝“应帮未帮”现象，强化以能力提升为导

向的帮扶措施。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sy_CAQ6udAAYr40XHYA4693.pd

f

5．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演进逻辑

作者：黄承伟

文献源：知网,2022-06-23

摘要：深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针对当前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实践、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一个战略演进过程，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和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是这一战略演进的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持续提升的理论素养、战略思维能力及坚持系统

观念是战略演进的支撑，而持续强化战略实施的动力机制和优化工作推进体系是战略演

进的保障。

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

TO&filename=NJWT202206001&uniplatform=NZKPT&v=aUxaU39VepYKWmFy

SBLMGNEzTDPSeF_v51Z1e7Nf2T_sSgPTxi9o8LaRJu1cFtdM

6．“十四五”期间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策略

作者：张琦；万君

文献源：知网,2022-06-23

摘要：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是中国“十四五”期间脱贫地区的重要任务，这既有强烈的现

实需求，也有时代发展需要。对此，国家需要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目标和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使命来巩固脱贫攻坚的减贫成效；以持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动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巩固拓展持续增收机制；以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目标巩

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果；以提升县域发展和基层治理水平，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为目

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制度成果；以创新改革为目标，把脱贫攻坚的精神和价值成果拓

展到农村改革和国家治理领域。而要做好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在推进策略上需要把握

六大战略转型，在时序推进策略考虑采取分两个阶段有序推进，空间策略推进上根据三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sy_CAQ6udAAYr40XHYA469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sy_CAQ6udAAYr40XHYA4693.pdf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NJWT202206001&uniplatform=NZKPT&v=aUxaU39VepYKWmFySBLMGNEzTDPSeF_v51Z1e7Nf2T_sSgPTxi9o8LaRJu1cFtdM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NJWT202206001&uniplatform=NZKPT&v=aUxaU39VepYKWmFySBLMGNEzTDPSeF_v51Z1e7Nf2T_sSgPTxi9o8LaRJu1cFtdM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NJWT202206001&uniplatform=NZKPT&v=aUxaU39VepYKWmFySBLMGNEzTDPSeF_v51Z1e7Nf2T_sSgPTxi9o8LaRJu1cFtdM


类不同地区实际采取分区域差异性推动。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ri4qADFqbAAYi4X_RTec533.pdf

7．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未来演变趋势与对策思考

作者：李志平；田小坤

文献源：知网,2022-06-01

摘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未来演变趋势是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村现代

化的基本前提。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归纳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然后构建了包括政府、城市、农村地区的易返贫群体和一般群体、农村村集体组织这五

类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进行动态模拟，以此预

判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未来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水平呈

现总体向上的发展趋势，但这种上升趋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波动点将发生在2035

年前后；（2）2035年前后的这次波动主要是由易返贫人口占比和乡村治理这两个方面

的变化所推动的；（3）农村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村级债务、人口老龄化和资金缺口

也会对农村现代化进程产生显著的冲击。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重点关注2035年前后的这个特定阶段，及时消除村级债务、人口老龄化、农村外部

生态环境以及乡村金融资源短缺所带来的冲击。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WG9-AXmrGAB0_pKWnj6Q954.

pdf

8．阻断深度贫困地区返贫的金融支持路径研究——基于河南省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

的经验

作者： 刘霞；蔡玉平；王龙虎

文献源：知网,2022-05-19

摘要：金融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力我国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探索金融扶贫实践，总结经验做法，有助于促进后扶

贫时代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阻断返贫的长效机制。基于河南省深度

贫困地区金融扶贫实践，总结金融扶贫措施，评估金融扶贫绩效，从政策制度、资源禀

赋、意外灾祸、能力习惯四个方面分析深度贫困地区存在的返贫风险，提出打造数字化

三级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四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建立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制定差

异化产业扶持政策、构建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议，为阻断返贫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ri4qADFqbAAYi4X_RTec53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WG9-AXmrGAB0_pKWnj6Q95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A/Csgk0GLWG9-AXmrGAB0_pKWnj6Q954.pdf


路径。进一步加强后扶贫时代金融支持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应用与发展，有助于为脱贫

地区阻断返贫和加快乡村振兴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8/Csgk0YcszUeAF3cOABWa6N3Ho6Y759.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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