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解
读

4月
29
日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以

下
简
称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在

十
三
届
伞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卜
获
得
通
过
，
并
于
6月

1日
起
施
行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是
在
新
时
代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任
务
如
期
完
成
，
”
三
农
”
工
作
重
心
向
伞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逐
步
转
移
的
背
景
下
制
定
的
，
将
为
我
国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有
力
的
法
律
支
撑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是
首
次
为
乡
村
专
门
赢
法
，
这
对
我
国
这
样
一
个
乡
村
人
口
占
大

多
数
比
重
的
国
家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事
业
和
”
两
个
一
百
年
”
奋
斗
目
标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聚
焦
于
这
部
法
律
，

我
校

社
科

专
家
从

以
下

方
面
进
行
了

解
读
。

一
、
着
力
推
进
乡
村
的
全
面
振
兴

进
人
新
发
展
阶
段
，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最
艰
巨
最
繁
重
的
任
务
在
农
村
，
最
广
泛
最
深
厚
的

基
础
在
农
村
，
最
大
的
潜
力
和
后
劲
在
农
村
。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迫
切
需
要
补
齐
农
业
农
村
短
板
弱
项
、
充
分
挖
掘

农
业
农
村
的
潜
力
后
劲
，
推
进
乡
村
伞
面
振
兴
。

梁
宏

辉
博

士
认

为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内

容
全

面
，

是
我

国
农

业
农

村
领

域
的

基
本

性
、

综
合

性
法

律
。

该
法

全
面

系
统

地
把

党
中

央
关

于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以
市

法
的

形
式

固
定

下
来

，
明

确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目

标
任
务
、
基
本
原
则
、
实
施
路
径
和
保
障
措
施
等
，
内
容
涵
盖
广
泛
，
为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法
律
基
础
和
明

确
的
指
引
。
王
佩
之
副
教
授
认
为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有
利
于
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
促
进
农
业
全
面
升

级
、

农
村

全
面

进
步

、
农

民
伞

面
发

展
，

加
快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

该
法

从
产

业
发

展
、

人
才

支
撑

、
文

化
繁

荣
、

生
态
保
护
、
组
织
建
设
、
城
乡
融

合
、

扶
持
措
施
、

监
督
检
查
等
八

个
方
面

对
乡
村

振
兴

重
要
事

项
做

m
了

全
面

的

法
律
规
定
。
同
时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聚
焦
粮
食
安
全
、
农
田
保
护
、
乡
村
建
设
、
保
障
农
民
权
益
等
重
点
难

点
问

题
的

突
破

。
其

中
尤

其
是

将
维

护
农

民
主

体
地

位
、

尊
重

农
民

意
愿

、
保

障
农

民
合

法
权

益
摆

在
突

出
位

置
，

充
分

调
动

农
民

的
积

极
性

、
主

动
性

、
创

造
性

，
真

正
使

农
民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参

与
者

、
支

持
者

和
受

益
者

。

二
、
加
强
统
筹
协
调
形
成
促
进
合
力

乡
村

振
兴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

涉
及

部
门

多
、

关
联

人
群

广
，

任
务

难
且

重
，

需
要

党
委

政
府

、
科

研
院

所
、

工
商

企
业

、
人

民
团

体
以

及
农

民
等

各
方

协
同

，
才

能
形

成
促

进
合

力
。

孙
艳
华
教
授
认
为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明
确
要
求
在
党
委
政
府
的
主
导
下
，
充
分
发
挥
人
民
团
体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社
会
主
体
在
全
面
参
与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作
用
。
政
府
要
运
用
激
励
、
鼓
励
等
柔
性
手
段
，
与
社
会
主
体
之

间
形

成
相

对
平

等
的

促
进

与
被

促
进

的
关

系
，

这
既

契
合

现
代

法
治

的
民

主
要

求
，

也
有

助
于

我
国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的
现
代
化
。
从
以
往
经
验
来
看
，
虽
然
多
数
地
方
政
府
的
主
导
作
用
明
显
，
但
问
题
也
比
较
突
出
：
一
是
政
府
顶
层

设
计
不
够
、
统
筹
协
调
不
足
，
各
社
会
主
体
参
与
不
够
，
导
致
乡
村
振
兴
整
体
推
进
进
程
缓
慢
；
二
是
政
府
与
市
场

相
互
融
合
不
够
、
协
调
不
够
，
市
场
的
作
用
仍
有
很
大
潜
力
可
挖
。
因
此
，
要
以
县
域
经
济
(
包
括
县
、
乡
、
村
)

发
展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工
作
目
标
，
用
市
场
化
的
方
式
振
兴
乡
村
，
主
体
任
务
是
在
县
域
统
筹
协
调
的
前
提
下
，
充
分

发
挥
各
社
会
主
体
的
作
用
，
挖
掘
与
利
用
好
乡
村
在
产
业
资
源
、
生
态
资
源
、
文
化
资
源
等
方
面
的
优
势
，
运
用
市

场
化
的
方
式
将
村
庄
运
营
好
。

农
民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主
体

，
也

是
受

益
者

。
欧

阳
涛

教
授

认
为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突
出

了
农

民
的

主
体

地
位
，
将
维
护
农
民
主
体
地
位
、
尊
重
农
民
意
愿
、
保
障
农
民
合
法
权
益
贯
穿
法
律
始
终
，
真
正
使
农
民
成
为
乡
村

(
下
转
封
三
)

(
上
接
封
二
)

振
兴
的
参
与
者
、
支
持
者
和
受
益
者
，
对
于
调
动
农
民
的
积
极
性
、
主
动
性
、
创
造
性
，
维
护
农
民
根
本
利
益
意
义

重
大
。
让
农
民
真
正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参
与
者
，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成
果
的
优
先
享
有
者
，
必
须
在
农
民
主
体
地
位
视

角
下
进
一
步
推
进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改
革
、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
城
乡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
破
解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培
育
、
农
村
投
入
保
障
机
制
建
立
、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的
瓶
颈
。
唐
浩
副
教
授
认
为
，
产
业
兴

旺
必

须
以

农
民

为
主

体
，

以
农

民
实

际
受

益
为

最
终

目
标

。
如

果
产

业
兴

旺
了

，
但

农
民

没
有

真
正

得
到

利
益

，
那

这
种
产
业
兴
旺
也
是
失
败
的
。
现
在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的
农
民
以
中
老
年
农
民
为
主
，
规
模
小
经
营
分
散
，
甚
至
有
些

农
村
地
区
还
出
现
了
外
来
工
商
资
本
主
导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的
苗
头
，
将
农
民
排
斥
在
产
业
发
展
之
外
，
这
种
实
现
产

业
兴
旺
的
方
式
不
可
持
续
。
农
民
的
组
织
化
需
要
得
到
政
府
支
持
，
利
用
与
本
地
契
合
的
乡
规
民
约
、
风
土
人
情
等

组
织
资
源
，
由
当
地
或
返
乡
创
业
的
经
济
能
人
引
领
和
牵
头
，
成
立
像
合
作
社
这
样
的
经
济
组
织
，
并
完
善
组
织
内

部
的
治
理
机
制
。
只
有
把
农
民
真
正
组
织
起
来
，
才
能
实
现
产
业
的
规
模
化
，
实
现
农
业
生
产
的
标
准
化
，
才
能
真

正
提
高
农
产
品
质
量
，
提
升
农
产
品
的
市
场
竞
争
力
，
使
农
民
真
正
具
有
抵
抗
风
险
的
能
力
。

在
发

挥
科

研
院

所
的

作
用

方
面

，
易

朝
辉

教
授

认
为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明
确

强
调

支
持

高
等

学
校

、
职

业
学
校
设
置
涉
农
相
关
专
业
、
加
大
农
村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力
度
，
鼓
励
高
等
学
校
、
职
业
学
校
毕
业
生
到
农
村
就
业

创
业
，
从
而
为
高
等
学
校
、
职
业
学
校
大
力
培
育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
实
现
人
才
振
兴
指
明
了
新
的
发
展
路
径
与
方

向
。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出
台

大
学

生
农

村
创

业
相

关
的

激
励

政
策

并
提

供
更

具
吸

引
力

的
福

利
待

遇
，

积
极

与
高

等
学
校
、
职
业
学
校
联
合
培
养
有
文
化
、
懂
技
术
、
善
经
营
、
会
管
理
的
大
学
生
创
业
带
头
人
。
在
此
过
程
中
，
高

等
农

业
院

校
更

应
敢

为
人

先
发

挥
独

特
优

势
，

主
动

担
当

培
养

农
村

创
新

创
业

型
领

军
人

才
的

历
史

使
命

，
进

而
引

领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

促
进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三
、
建
立
健
全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机
制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是
一
部
促
进
法
，
但
其
未
止
步
于
传
统
”
促
进
型
”
立
法
的
倡
导
性
规
定
，
而
是
明
确
规

定
了
各
级
政
府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职
责
范
围
和
扶
持
措
施
，
确
直
了
完
善
的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机
制
，
有
利
于
扎
实
、
持

续
地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黄
建
红
副
教
授
认
为
，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
治
理
有
效
是
基
础
。
必
须
把
夯
实
基
层
基
础
作
为
固
本
之
策
，
建
直

健
伞
党
委
领
导
、
政
府
负
责
、
民
主
协
商
、
社
会
协
同
、
公
众
参
与
、
法
治
保
障
、
科
技
支
撑
的
现
代
乡
村
社
会
治

理
体

制
和

自
治

、
法

治
、

德
治

相
结

合
的

乡
村

社
会

治
理

体
系

，
建

设
充

满
活

力
、

和
谐

有
序

的
善

治
乡

村
。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为
有
效
推
进
乡
村
治
理
提
供
了
长
久
的
制
度
保
障
，
对
各
项
政
策
措
施
进
行
了
进
一
步
的
明
确
和

优
化
，
有
利
于
解
决
乡
村
振
兴
过
程
中
的
难
点
与
痛
点
，
稳
步
推
进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
谱
写
新

时
代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新
篇
章
。

贺
林

波
教

授
对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第

六
十

七
条

”
乡

村
产

业
用

地
保

障
机

制
”

进
行

了
解

读
。

根
据

该
条

规

定
，
地
方
政
府
可
以
依
法
采
取
措
施
盘
活
农
村
存
量
建
设
用
地
，
满
足
乡
村
产

业
用
地
合
理

需
求
。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应
当
向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倾
斜
，
占
补
平
衡
的
新
增
耕
地
指
标
应
当
优
先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所
需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
探
索

灵
活
多
样
的
供
地
新
方
式
。
合
法
合
规
的
集
体
经
营
性
建
设
用
地
可
以
流
转
，
并
优
先
用
于
发
展
集
体
所
有
制
经
济

和
乡
村
产
业
。
该
条
规
定
尽
管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
如
对
采
取
何
种
方
式
满
足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用
地
需
求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
政
府
优
先
保
障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的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缺
乏
硬
性
约
束
，
集
体
经
营
性
建
设
用
地
的
流
转
缺
乏
具
体

规
范

，
集

体
经

营
建

设
用

地
的

产
业

或
房

地
产

开
发

没
有

法
律

依
据

，
但

对
保

障
乡

村
产

业
用

地
需

求
有

突
破

性
、

创
新
性
规
定
，
对
保
障
乡
村
产
业
用
地
需
求
有
重
要
的
积
极
意
义
，
可
以
有
力
促
进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
在
未
来
的
实

践
中

，
国

家
必

然
会

细
化

制
度

，
更

加
规

范
有

效
地

保
障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的
用

地
需

求
。

法
律

的
生

命
在

于
实

施
。

我
们

下
一

步
应

持
续

加
强

对
《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法
》

的
宣

传
教

育
，

强
化

法
治

思

维
，

在
全

社
会

营
造

依
法

推
进

乡
村

伞
面

振
兴

的
良

好
氛

围
，

让
该

法
的

实
施

真
正

遍
布

乡
村

田
野

。

万
方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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