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卷首语
1.�群英荟萃献良策 前瞻远虑谋振兴 本刊编辑部

■ 高层声音
2.�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习近平

3.�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楼阳生

■ 重要言论
4.�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濮阳新篇章 杨青玖

■ 观 点
5.�24 个中央一号文件概要
6.�“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求是网评论员

7.�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加快乡村发展 陈锡文

8.�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和内涵 曾衍德

9.�准确定位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吴金明

10.�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十五个判断 贺雪峰

11.�关于乡村振兴的 10 个最新观点 温铁军

12.�乡村振兴的目标
在于使乡村重新成为有人生活的空间 王晓毅

■ 脱贫与振兴衔接
13.�濮阳市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十点思考 常正领

14.�抓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着力点
张香君

15.�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建议
侯善惠

16.�激活动力促进衔接 韩惊涛 杜楠楠

17.�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徐长海

18.�坚守底线不返贫 李广沛

■ 产业振兴
19.�打造农业产业集群 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侯殿收 杨艳玲 曹朝钦 楚先娥

20.�拓宽产业路 奏响振兴曲 王瑞刚

21.�培育壮大可降解材料产业
中共南乐县委办公室

22.�做强红薯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赵勋强

23.�关于构建我市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联盟的对策思考
李佃胜

24.�壮大龙头企业 助推乡村振兴 闫 峰

25.�濮阳市畜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 张安勇

26.�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助推农业经济发展 张发成

27.�走好产业集聚区内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张学坤

28.�发展林业产业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闫宗勇

29.�“产业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王广飞 鲁家乐

■ 人才振兴
30.�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研究

赵 晨

31.�以乡村人才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张士伟 韩群涛

32.�选好配强乡村振兴“四员”的建议 刘芳鸣

33.�培育优秀支书 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优秀村支书成长培养规律教研室

34.�头雁回归再聚力 返乡创业正当时 李晓光

35.�学院七“精”，让全面振兴落地生根 史建军

■ 文化振兴
36.�弘扬优秀乡村文化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张晶晶

37.�保护好利用好乡村的“人文生态” 孙 刚

■ 生态振兴
38.�点“废”成金 化“绿”为宝
举生态修复之臂助乡村振兴之力 王春雷

39.�加快林业生态建设 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杨庆利

40.�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孙玉玉 王书红

41.�“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助力生态振兴

耿军奎 张晓颖

■ 组织振兴
42.�锻造新时代担当作为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

杨艳虹

43.�打好乡镇换届“主动仗” 换出乡村振兴新动能

王建斋

44.�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赵庆国

45.�“一肩”勇担新使命 “三挑”重任迈新程
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吃亏奉献精神教研室

■ 粮食安全
46.�以大食物观统筹粮食安全 刘 奇

47.�持续做强种业“芯片”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市农科院

48.�“十四五”时期农业科研系统发展建议
本刊调研组

49.�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周冰冰

50.�推广科学先进配套技术 促进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
史彦鹏

51.�濮阳县优质强筋小麦发展现状与对策
张伟霞 王 腾

52.�巩固“粮食银行”品牌 助力端稳粮食饭碗

岳 新

53.�多措并举 闭环管理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张振玲

54.�佑护舌尖安全 共筑质量防线

井晨勇 孙志红 赵 静

■ 耕地红线
55.�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百年历史回顾与启示

张天佐

56.�关于拓展“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格局的建议
李建军

57.�夯实自然资源家底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王翠钦

58.�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韩晓东

■ 高效农业
59.�贯通“四链协同” 做足“链”文章 李国英

60.�强化科技创新引导 力促农业提质增效

许国震

61.�科技助力乡村产业 提质增量创效益 韩占府

62.�五项举措助推我市优势特色农业发展
程启彪

63.�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助力乡村振兴 查剑敏

64.�全面提升濮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李志刚

65.�聚焦“三个提升”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王丙臣

66.�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何延焕

■ 共同富裕
67.�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推动共同富裕

谢天成 施祖麟

68.�加快发展农村电商 助力乡村振兴提速增效

代建峰

69.�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带领农民共同富裕 王庆国

70.�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冯 广

71.�新能源与特色种养有机结合
立体循环绿色生态农业形成“多金”效应

宋占杰 张晓磊 王凯凯

72.�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丁晓靖

■ 城乡融合
73.�以乡村振兴统筹城乡、工农关系 刘 奇

74.�以一体化市场建设为突破口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庞丽霞

■ 公共服务
75.�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乡村学校健康发展的建议

孙刚成

76.�凝心聚力做好乡村振兴“水文章”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

77.�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冯钰丹

78.�健全医疗救助制度 夯实托底保障功能 王建龙

79.�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 服务乡村振兴新跨越

董甫敬

80.�建设“四好农村路” 擘画乡村振兴图 刘利沙

81.�丹江水润龙都乡村 韩振阳 杨政翰

82.�构建移动信息大平台 助力赋能乡村振兴

陈金玲

■ 人居环境
83.�加强人居环境整治
打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场硬仗

王俊海

84.�关于长效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建议
市委党校课题组

85.�人居环境谱新篇 乡村蝶变展新颜

中共清丰县委办公室

86.�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全域美丽乡村 路 旭

87.�科学施治农村生活污水
助力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改善 李 政

88.�抓好白色污染治理 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吴韶敏 杜智楠 李臣洋

89.�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美丽乡村焕发新颜

柳屯镇党政办

■ 农村改革
90.�农村改革，必须要有底线 陈文胜

91.�强化要素配置 抓实产业振兴

———当前农村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李瑞静

92.�关于探索解决农村房地一体
“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问题的建议

张士强

93.�“资源变资产” 实现乡村快速发展 段其超

■ 乡村建设
94.�未来乡村怎么建？ 建成什么样？ 权威解读来了

新华社记者

95.�制定好实施好乡村建设规划 顾仲阳

96.�关于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建议
李文杰

97.�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 万献林

98.�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几点建议
杨振华

99.�典型引领 精准发力

全面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曹 硕

100.�建设现代化强村 助推乡村振兴 李连成

■ 乡村治理
101.�深入推进村级党组织巡察

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鲁法中

102.�化解农村矛盾纠纷 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刘世江

103.�做好“三农”领域信访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稳妥有效推进 孙建强

104.�深耕农村社区警务 助力平安乡村建设

李永俊

105.�用好“三二一”举措 提升基层矛盾化解效能

张 娜

■ 金 融
106.�资本下乡要“九戒” 刘 奇

107.�优化金融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 白志华

108.�实施“党建 + 先锋贷” 带活乡村产业

市委组织部

109.�招商引资“加速度” 乡村振兴“上高速”
张 宏 郭晓辉

110.�农村集体资金“网报支付” 探索三资管理新路径

蔡洪峰

111.�发挥金融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罗生波

112.��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打捆使用 田 龙

113.��努力开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局面
陈春江

114.��探索乡村信贷模式 解决融资瓶颈问题

易诗华

■ 工作交流
115.�筑牢两条底线 突出三项重点

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清丰新篇章

曹拥军

116.�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打造地方人大助力乡村振兴履职新模式 安 宁

117.�滩区迁建“直通车” 助圆群众“安居梦”
市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科

118.�关于激活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思考
孟丽敏

119.�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凝聚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牛志红 李臣洋

120.�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奋力谱写马庄桥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王少龙

121.�破解农村集体聚餐监管难题
走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之路 沈丽雯

122.�聚焦“五个振兴” 全面打造美丽西辛庄

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

■ 实践与探索
123.�用理念导航 用服务铺路

为乡村振兴注入民企强大力量 郑学文

124.�借鉴日韩经验 推进濮阳市乡村振兴

徐中领 刘玉寒 薛 冰

125.�华龙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考 华龙区课题组

126.�推进“城郊村、城中村”振兴的几点建议 王富国

127.�着力发展“城郊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于兵瑞

■ 调查研究
128.�以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关于抓好濮阳优势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建议

高朝亮

129.�传好脱贫攻坚接力棒 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市政府研究室课题组

130.�全域整治破困境 资源盘活谋新篇

中西部欠发达粮食主产区乡村振兴调研报告

———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

民盟濮阳市委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调研组
131.�濮阳“空心村”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尹宝君 窦慧琳 江重会 李振阳

■ 他山之石
132.�破解当前乡村振兴难题的“济宁路径” 林红玉

■ 诗 苑
133.�“三农”诗词十首 郭奎英

■ 展 望
134.�乡村振兴待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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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专刊目录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省委书记楼
阳生“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跟进
市委书记杨青玖 “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
总目标，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 农村富裕富
足”的工作安排，市委《当代濮阳》特组织“为
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专刊。

专刊坚持前瞻 30 年谋划乡村振兴的战
略定位，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五大振兴”、扛稳
粮食安全责任等主题要素，组稿 130 余篇。强

化政治意识，转发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

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中共河南省委
书记楼阳生《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共濮阳市委书记杨青玖《奋力
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濮阳新篇章 》等署名
文章 ；借助专家 “智慧大脑 ”，特邀延安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孙刚成 、 中共河南
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赵晨和

讲师白志华 、 濮阳市政府参事高朝亮等
撰稿 ， 转载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锡文 、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刘奇 、“三农 ”问题专家温铁军等专家
学者的研究成果，启发乡村振兴工作思路；注

重一线建言，突出“小切题、深研究，出实策、真
管用”，向市委组织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等 40 余家市直
单位和各县（区）一线工作人员约稿，有效调
动了研究谋划乡村振兴工作的积极性。

专刊内容既有 “倡导怎么干” 的方向引
导，又有“规避怎么干”的底线思维；既有专家
学者的高屋建瓴， 又有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
所见所思；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探索，力
求对乡村振兴进行全方位、 战略性审视并提
出真知灼见， 进一步增强全市上下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凝
聚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智慧和力量， 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焕彩

群英荟萃献良策 前瞻远虑谋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