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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农业农村部在浙江长兴举办2024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春季）推介活动 发布60

条春季精品线路和185个精品景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月2日，农业农村部在浙江长兴举办2024中国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行（春季）推介活动，现场发布浙江长兴访茶观花和美乡村游、陕西西安长

安踏春赏花游等60条春季精品线路，以及安源十里花溪、木兰花乡等185个精品景点。

&ensp;本次活动是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行动，旨在

展示美丽乡村新风貌、农耕文化新风尚、休闲农业新发展，促进农文旅融合，激发乡村

休闲消费潜能。活动聚焦“春观花 走进万千美丽乡村”主题，通过民族乐器表演、传统

茶文化展示、民俗非遗展演等多种形式，现场推介了一批赏春花、品春茗、享民俗、忆

乡愁的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为广大游客提供畅游烂漫花海、亲近田园乡村的指

南。&ensp;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大力实施休闲农业精品工程，注重把乡村的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推动乡村休闲产业提质增效。在2023

年休闲农业恢复发展关键时期，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多措并举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全年

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8400亿元，成为旅游业表现亮眼的领域。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3087.htm 

  

2．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我国农村地区风能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在农村地区

充分利用零散土地，因地制宜推动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对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

乡村振兴，促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为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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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3087.htm


的意见》精神，落实《“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3057.htm 

  

3．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2024年“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据农业农村部官网消息，为充分发挥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对三农发展的服务保障作用，有力有效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农

业农村部关于开展2024年“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

开展“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通知》强调，要加强农资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

物检疫等重点领域执法，抓好农资进村“忽悠团”、以“订单农业”为名设骗局坑农、牛羊

养殖“瘦肉精”、豇豆农药残留等重大专项执法任务，严厉打击坑农害农、危害粮食安全

违法行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农业执法力量。《通知》要求，各地要坚持因地制

宜，突出问题导向，细化行动方案，压实责任主体。对农业违法行为投诉举报要及时核

查、依法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要综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

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方式，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围绕行

动开展、重点领域违法案件查办等情况进行指导，对涉及区域广、社会影响大、案情疑

难复杂的案件进行督办，确保行动落地见效。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3319.htm 

  

4．乡村建设行动部门协调会在京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3月28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乡村建设行动部门协调会，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宏耀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群众反映强烈、能抓得

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几件事，科学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激发干事

创业精气神，增强真抓实干行动力，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42176.htm 

  

5．四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日前联

合印发通知，对开展“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作出部署，活动将聚焦广大农村妇女对法律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3057.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3319.htm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42176.htm


资源和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深化面向农村的法治宣传教育，把法律知识和维权服务送

到广大农村妇女身边。“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重点面向农村妇女及其子女和家庭，围绕

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树立家庭新风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将在全国开展，重

点覆盖西部10省区市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及西藏、新疆各县（市、区）。

这一活动将选择5个省份举办示范活动，采取“5+”模式，开展一堂专家普法宣讲课、一

次乡村“法律明白人”或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讲身边事、一场地方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

一次现场法律咨询服务、一系列主题普法视频展播，并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传播。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有特色、接地气的普法宣传活动；抓住重要节

点，发动妇联团体会员、普法讲师团、巾帼志愿者、乡村“法律明白人”、农村学法用法

示范户等开展集中宣传；把普法宣传融入维权服务，为农村妇女特别是偏远农牧区群众

提供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链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41627.htm 

  
【文献速递】 

1．电商经济赋能乡村再组织的路径探索与实践逻辑 

作者：房冠辛 

文献源：知网,2024-03-29 

摘要：当前乡村面临再组织滞后导致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过程中的失能与超载

并存等问题,而针对如何构建乡村再组织长效机制这一关键议题,相关研究未能提出具体

的分析思路。通过案例剖析发现,以“电商经济”为核心的创新实践从赋能农民切入,立足

行动主体、关系网络、价值理性等关键环节展开了有益探索。赋能家庭主体使其成为生

产经营核心,以此吸引外出青年与村社人才回归,通过升级不断放大家庭单位的引领带动

效应;赋能关系网络以强化乡村社会关联,在地缘联系的基础之上叠加利益交往,完善乡

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集体行动功能;赋能价值理性以重塑村社集体意识,电商经营倒逼农民

形成信誉文化意识,重塑再组织的价值基础与文化共识。这一探索实践立足乡村社会独

特的共同体特征,以产业创新带动赋能农民实现了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的互动耦合,继而

推动乡村再组织的实践逻辑创新,展现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

设的新可能。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YNUZWAAWWnACldNFZxxfQ174.pdf 

  

2．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制约条件与实施策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41627.htm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YNUZWAAWWnACldNFZxxfQ174.pdf


作者：何义珠 

文献源：知网,2024-03-27 

摘要：文章阐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人文性、开放性、融合性、社交性和创新性特征，

从经济动力、文化资源和治理价值三重维度阐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

机制，并就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普遍存在的功能弱化、主体性弱化、建设的形式化格式化、

数字贫困等制约条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空间整合、功能整合和合作治理等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施策略。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F/Csgk0EG2nzqACwXVAA9IOsPcNEo433.pdf 

  

3．乡村振兴中回流农民工的主体性表达及重构理路 

作者：张剑宇；廖小琴 

文献源：知网,2024-03-26 

摘要：：回流农民工主体性表达是回流农民工在自我发展、价值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

表现和发挥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从多案例实证分析来看，多

数回流农民工在乡村振兴中的多样化深度参与不足，其主体性表达缺失，尚存重构空间，

应然样态与实然状况存在很大差距。回流农民工主体性表达缺失主要表现为主体地位遮

蔽、主体意愿式微、主体能力逊色、主体价值欠缺，直接反映其自主性、自觉性、能动

性、创造性的缺场。遵循“外部激发—内部重塑”的逻辑，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

政策机制保障、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完善个体发展条件，可以系统性地激发和促进回流

农民工主体性的有效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更大的助推价值。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YNTOuAa2rdAA9ygfrbMzg026.pdf 

  

4．乡村振兴研究：历史演进、热点趋势与未来展望 

作者：张震宇；盛家润；侯冠宇  

文献源：知网,2024-03-26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又要统筹协调城乡共同富裕；必

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变成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园。

基于Ucinet、Cite Space等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内乡村振兴研究现状与热点进行梳理总

结。研究发现，乡村振兴的关注热度与国家政策、区域发展紧密相连。然而，研究机构

间的合作互动有待提升，核心研究团队正逐渐形成。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主要领域包

括：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共同富裕、民族地区、“三农”问题、区域差异与动态评价等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F/Csgk0EG2nzqACwXVAA9IOsPcNEo433.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YNTOuAa2rdAA9ygfrbMzg026.pdf


方面。未来应围绕多学科交互的乡村振兴理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加强乡村地区三次

分配机制等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F/Csgk0EG2mdKARuBcACTkIqtJeqA355.pdf 

  

5．我国乡村治理水平评价及影响机制研究 

作者：高道明；赵一夫；潘彪  

文献源：知网,2024-03-26 

摘要：本文在梳理现有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央顶层制度设计和

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为重要依据，提出了我国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合成方法，利

用29个省份35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测算了乡村治理水平，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

证检验。结果显示，乡村治理有效性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020年乡村治理指数为

0.718;在治理过程评价维度中，强制性机制建设表现较好，而自愿性机制建设表现较差；

在治理效果评价维度中，需要一次性投入的硬件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成效较好，而需要

持续性投入和长期运作的领域成效较差。就影响因素来看，壮大集体经济、推行“政经

分开”均能显著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村支书的年龄和营商管理经历对乡村治理有效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但其学历作用并不明显，故过度推进村干部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可能对改

善村庄治理的效果有限；规模因素对村庄治理有效的负面作用体现为人口规模扩张而并

非地域范围扩大。本文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

同时为明确农村改革方向、优化村干部选拔机制、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从而加快推进乡

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C/Csgk0WYNSy-AWIWKABh-iuKSB6E5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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