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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7号） 

农业农村标准化管理办法 

发布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发布时间：2024-04-10 

摘要：《农业农村标准化管理办法》已经2024年1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第1次局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链接: 

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266/202404/content_6944099.html 

  
【动态资讯】 

1．国新办举行2024年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国新办今天就2024年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

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李敬辉在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稳

健开局，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坚决打好夏季粮油生产第一仗，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升乡村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培育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努力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提升。 

链接: 

http://www.moa.gov.cn/hd/zbft_news/gxbjqsjdgzqk/ 

  

2．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三批预备名单遴选工作的通知 

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266/202404/content_6944099.html
http://www.moa.gov.cn/hd/zbft_news/gxbjqsjdgzqk/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贺信精神，持续加大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力度，扎实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根据《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现组织开展第三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遴

选工作。 

链接: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GJHZS/202404/t20240417_6453774.htm 

  

3．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乡村振兴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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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6721.html 

  

4．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十五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征集承担单位公告 

【乡村振兴网】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前瞻性研究事关“十五五”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向社会公

开征集课题研究承担单位。 

链接: 

http://www.jhs.moa.gov.cn/zlyj/202403/t20240329_6452712.htm 

  
【文献速递】 

1．行政整合社会：政府主导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基于大儒村“五星达标”创建工作

的田野调查 

作者：马锐；赵晓峰 

文献源：知网,2024-04-11 

摘要：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行动是理解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的关键视角，更是探讨国家与

乡村社会互动逻辑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市大儒村“五星达标”创建工作的

田野调查，考察了政府主导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基于此提出“行政整合社会”分析框架。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GJHZS/202404/t20240417_6453774.htm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6721.html
http://www.jhs.moa.gov.cn/zlyj/202403/t20240329_6452712.htm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发展型乡村建设是“行政整合社会”的合法性来源，逆向软预算约

束、共同体的构建是行政整合村级资源、村级组织的实践逻辑。第二，国家通过“行政

整合社会”，以制度建设、符号布置与“国家在场”的构建，对农民政治认同进行强化；

以政党嵌入、党民联系与社会交往的扩展，对乡村社会关联进行巩固；以生活治理、空

间转化与日常行为的引导，对农民乡村生活观念进行重塑，以此来推动城乡社会一体化

进程，并完成对乡村社会整合的目标。第三，“行政整合社会”的实践中，出现了乡村建

设陷入程式化运行、精细化建设与跨层级考核等问题，这与异质性社会需求、乡土性农

民生活和社会化绩效评价不匹配，造成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和形式主义存在等实践困

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idzmAA07iABg-C3OYhY0055.pdf 

  

2．乡村振兴中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互动图景及生态位逻辑分析——基于广东省茂名

市中垌镇公益组织生态的检视 

作者：徐刚；张海霞；吴幽 

文献源：知网,2024-04-11 

摘要：随着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原子化等问题的出现，公益力量下沉中生

成的乡村基金会成为促进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本文以广东省茂名市中垌

镇为典型案例展开乡村公益组织生态分析，发现乡村基金会在与村委会的关系上展现出

既存在“应付”更有所“承担”的应承式多态互动图景，并形成了“高度集权”与“随时分权”、

“统一供给”与“差异需求”的双重效应。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应承式互动在生态位视角

下，可归因于相互之间的趋适竞争逻辑，显示为乡村基金会生长发展中的成长式位态，

并表现为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层次化的结构位态，以及突破权力“板结化”、消解

组织“资源诅咒”、规避信任“陷阱”和防范传统“观念坝”的功能位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

为推动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互动的位态治理提供政策启示，在促进生态位平衡中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有效支撑的组织生态。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LxPCAfHMKABiVE-zDm40289.pdf 

  

3．“立足三农、聚地而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兼析“人—地—产业”协同推进框

架 

作者：刘同山；晋燕 

文献源：知网,2024-04-11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idzmAA07iABg-C3OYhY0055.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LxPCAfHMKABiVE-zDm40289.pdf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党中央多次对其

作出部署。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也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

式的优势互补，可以从多个角度衡量其进展。从理论上看，仅靠政府作用、市场功能或

制度引导都存在不足，统筹发挥政府与市场两个优势、用好制度的支持引导作用，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可行选择。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农民福祉、实现乡村振兴。因

此，农民富、农业强和农村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多措并举，把零星分散的农

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集聚连片，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

建设美丽村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最后，提出一个“人—地—产业”协同推进

框架，整体阐释了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改革路径。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idkiADEhRAAwWWTQDrQU006.pdf 

  

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发展探讨 

作者：陈全功；徐念 

文献源：知网,2024-04-10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有明确的经营主体、能够行使产权创造收入、经营管理,

以“合”和“股”为主、利益按“股”分配的农村经济形态。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市场主体

初步建立,资产负债比有所下降,经营性收入占比有所上升,收支略有结余,成员获得一定

收益。新时代新征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产权明晰、治理科学、

经营稳健、分配合理和功能丰富。地方政府应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职

责和任务,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以推进其健康发展,并逐步实现现代化。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Lw9KAREQVAAn-RlO7X4Q745.pdf 

  

5．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困境与破解机制 

作者：沈万根；赵宝星 

文献源：知网,2024-04-10 

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障,

同时也是顺利开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东北边境地区稳定脱贫事业关乎民族团结与边

境稳定,同时也关乎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但目前东北边境地区人口老龄化与村庄

空巢化、第一书记新老交替不畅、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有限以及传统

风俗习惯与生活理念有待革新,都是影响东北边境地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藉此,文章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回流,新老第一书记工作有效衔接,推动乡村产业内涵式发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idkiADEhRAAwWWTQDrQU006.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0/Csgk0EHLw9KAREQVAAn-RlO7X4Q745.pdf


展,夯实基本公共服务基础,纵深推进扶志扶智与移风易俗等破题路径,促进东北边境地

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D/Csgk0WYidRKABw9mAAlo8rGfNIU9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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