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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傅晋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

【乡村振兴网】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傅晋华认为，乡村数字经济是当前

深刻影响和重塑我国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未来应加强政策供给，持续放大乡村数字经济产生的共同富裕效应。具

体政策来看，一方面要加快乡村数字经济配套产业发展，重点加强农村物流建设，推进

物流配送一体化建设和农村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推动农村智慧物流等现代商业服

务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用好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专门扶持政策，以制度创新引导各

类资本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积极改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同时，

要面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开展数字产业相关的业务培训，发挥村庄创业能人的示范带动作

用，总体上提升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数字技能水平。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661.html

2．增强县城“以城带乡”的关键“接点”作用

【乡村振兴网】县城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县城治理是基层治理的核心部分，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接

点”。作为提升“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载体，县城居于“国家—社会”“城市—

乡村”的“接点”位置，而在历史发展、现实推进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县城治理可被视为

国家治理的战略“接点”和政策“接点”。《“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要求“将县

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并着重强调“县域统筹”和“整县推进”。《关于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

建设，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县城已成为“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661.html


城带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接点”。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须持续提升县城发展质量，切实增强县城“以城带乡”关键“接点”作用。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471.html

3．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乡村振兴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人

民战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打赢脱贫攻

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合力描绘更加美好的时代画卷。“我国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

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事实充分证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

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

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人们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人们的梦想因此而实现。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9/14/art_624_196612.html

4．以乡村人才建设的基本经验为基础，加快加强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网】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尊重知识、依靠人才的理念，在乡村振兴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中国农村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雷刘功在由中宏国研信息技术研究院、中

国乡村振兴50人论坛联合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以产教融合，提升乡村振兴人力

资本”中国乡村振兴50人论坛（CR50）闭门会议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乡村人才建设的

基本经验。一、始终坚持贯彻党管农业农村人才的原则二、始终把人才作为农业农村发

展的第一资源三、始终坚持围绕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开发人才四、始终坚持

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动农业农村人才工作五、始终坚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 加强农业农

村人才的培养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33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471.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9/14/art_624_196612.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9331.html


5．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丨续写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时代中国社会建

设述评

【乡村振兴局】“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

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

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脱贫

奇迹”：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

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9/8/art_624_196547.html

【文献速递】

1．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振兴的东西部协作机制重构——基于四个典型县域协作治理模

式的实践考察

作者：翟坤周

文献源：知网,2022-09-10

摘要：基于东西部县域和县际的扶贫协作治理,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亟需在共同富裕导向

下创新东西部县际乡村振兴协作治理机制,巩固和拓展东西部县际贫困治理协作成果。

新发展阶段需要以县域空间为基本载体、以县际协作为关键纽带,构建“央—地”纵向协

同治理下的东西部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协作治理机制,促进基于“贫困县脱贫摘帽”

目标考核的“政府主导压力型机制”向基于增强县域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市场主导激励

型机制”的转换,才能有效拓展和扩散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综合效应。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vSAVomAACdNJqtqIGQ242.

pdf

http://nrra.gov.cn/art/2022/9/8/art_624_196547.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vSAVomAACdNJqtqIGQ242.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vSAVomAACdNJqtqIGQ242.pdf


2．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与路径

作者：郭朝先；苗雨菲

文献源：知网,2022-09-05

摘要：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可以概括为:拓展农村产业生产可能性边界,增

加产品（服务）供给;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节约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降低产品（服务）价格;稳定生产预期和畅通销售渠道,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

境;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展乡村产业生态系统。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主要

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农业+冶,这是基于农村主体产业即农业为出发点,经过数字

经济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赋能冶,农业生产发生质的飞跃,农业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

提高;二是“数字+冶,这是以数字经济为出发点,通过数字经济广泛作用于乡村产业,从“纵

向冶延伸农业产业链,从“横向冶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环保等产业融合,

并催生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发展,实现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问

题与障碍,并提出对策建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E/Csgk0Yd-91KAbljgAAu7FA6kers100.pdf

3．从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作者：林万龙；纪晓凯

文献源：知网,2022-09-05

摘要：2020年，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历史阶

段。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本文认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

规模性返贫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底线要求，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更快增长是实现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任务。据此，本文提出，脱贫攻坚期内针对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帮扶政策体系在5年过渡期内应遵循“双渐并重、动态调整”的原则，合理把握调整节

奏和力度，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针对农村低收入农户相对贫困程度不断加

深的现状，政府应构建“一底线三支柱”政策体系，即精准性监测和帮扶体系、包容性经

济增长政策、益贫性公共服务政策和可持续性社会帮扶政策，以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更

快增长，走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应着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物质富裕与精

神富裕、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dWAAKOZABPNurVx1FE819.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E/Csgk0Yd-91KAbljgAAu7FA6kers100.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dWAAKOZABPNurVx1FE819.pdf


pdf

4．市场化与城乡等值化：法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作者：杨慧；吕哲臻

文献源：知网,2022-09-05

摘要：作为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法国在农村发展中呈现市场化与城乡等值化的特

征。农村市场化与城乡等值化具有内在价值的统一性。农村市场化通过基础条件、科技

动力、组织依托与保障机制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城乡等值化以市场化为驱动，纳

入对空间设施、生态质量、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考量，避免城乡发展的同质化，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功能均衡与可持续发展。法国农村市场化和城乡等值化的实践路径

为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主要体现为加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生产集约化水平，突出农村发展的“智慧”导向，完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

织发展模式，建立多元风险分散机制、拓展农业保险体系以及葆育乡村价值。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E/Csgk0Yd-9iaADPwwAAcxYW9AMvA655.

pdf

5．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

作者：郑永兰

文献源：知网,2022-09-03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作为重要的乡

村发展思路之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农民工再嵌行为联系紧密，使农民工再嵌行为成

为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效且独特的切入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流动不同，农

民工的再嵌行为所涉及的流动是农民工为改变脱嵌状态的流动，也是为结束流动而选择

的流动。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再嵌发生和路径的基础上，结合

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探究农民工再嵌行为的内在逻辑，最终形成以推动农民工完成再嵌

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MaANxgJABfE5U0Nurw979.

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dWAAKOZABPNurVx1FE819.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E/Csgk0Yd-9iaADPwwAAcxYW9AMvA65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E/Csgk0Yd-9iaADPwwAAcxYW9AMvA65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MaANxgJABfE5U0Nurw979.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0/Csgk0GMoRMaANxgJABfE5U0Nurw9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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