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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乡村振兴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

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必将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前进方向。

一、深刻认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大意义我们党高度重视乡村建设，党的十六届

五中全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目标和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

调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这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我们党对乡村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充分反映了

亿万农民对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二、准确把握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内涵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其目标任务是全方位、多层

次的，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各个方面，涵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领域，既包括“物”

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内涵十分

丰富，总体上要把握好以下要求。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点任务党的二十大报

告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要从政治高度和全局高

度，抓紧抓好重点任务落实落地，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15/art_624_197595.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1/15/art_624_197595.html


2．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局】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平畴沃野，稻香鱼

肥，瓜果飘香，一个个产业兴旺的场景，彰显着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劲动能。奋进新征程，

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做大做强

乡村特色产业，让乡村活力更充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助力农业实现高质高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强化要素支撑，

激发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

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

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14/art_624_197578.html

3．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局】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

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这是居安思危的深长考量，是对世情国情农情的深彻洞察，也是一

个大党大国大局的深远谋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重农抓粮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有效，我

国粮食产量站稳1.3万亿斤台阶，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我们把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了主动。

迈上新征程，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稳产量、提产能、强机制、增效益，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

坚实的保障。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9/art_624_197493.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1/14/art_624_197578.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1/9/art_624_197493.html


4．刘焕鑫：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

【乡村振兴局】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6日至22日在北

京胜利召开。今天，国家乡村振兴局召开干部大会，同时也是一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主要任务是深入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一中全会和十九届七中全会精神，推

动局系统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

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上来，统一到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

署上来，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

象、实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一、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

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到

位、宣传到位、贯彻到位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7/art_624_197456.html

5．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22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

【中国网国情频道】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粮农组织”）发布《2022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主题为“运用农业自动化推动农业

粮食体系转型”，对过去几十年来农业自动化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探讨如何通过

农业自动化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就增大效益、减少风险提出若干政策建议。21

世纪起，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步运用到农业领域。报告显示，过去使用大规模重型机械的

做法或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而近年来农业自动化的一些新进展，如精准农业和

小规模设备的采用，则更有利于改善环境可持续性，增强抵御气候等冲击的韧性。报告

指出，农业自动化的潜在效益是多方面的，这将有助于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

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增强农业粮食体系的效率、生产率、韧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改善农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在农村地区创造对青年有吸引

力的新创业机会；减少粮食损失，改进产品质量和安全；加强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

适应性。和所有技术变革一样，农业自动化将重塑农业粮食体系。如果技术普及程度不

均衡，尤其是在小规模生产者以及青年和妇女等群体无法获取技术的情况下，不平等问

题将进一步恶化。报告建议，应降低技术采纳门槛，确保各种规模的农业生产者都能获

取自动化解决方案。报告指出，“自动化会导致失业”这一担忧从未被验证。低技能劳动

力需求可能会缩减，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自动化会减少薪酬较低的季节性农

http://nrra.gov.cn/art/2022/11/7/art_624_197456.html


场就业，但会刺激上下游行业增加薪酬高的非季节性就业机会。农业自动化是社会结构

转型的一部分，农业工人得以进入工业和服务业等其他利润更高的行业。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451624619082707&wfr=spider&for=pc

【文献速递】

1．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回溯、时代内涵、目标定位与实现路径

作者：李明星；覃玥

文献源：知网,2022-11-15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

聚焦当前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面向国家百年目标和民族千年大计而做出的战略

提升。本文基于历史回溯，从目标指向、施策理念和路径逻辑三个视角深入揭示战略演

变的时代特征，然后围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的维度阐释新战

略的深刻内涵，并通过溯因推理方式剖析新时代背景下的战略目标与定位，最终得出了

应当以对人（农民）的现代化改造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路径。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_OAdKCBAAYak_LNccM886.

pdf

2．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作者：薛刚

文献源：知网,2022-11-10

摘要：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

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

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

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

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

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

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3/Csgk0YfM9xiAe5G5AARhb1RZcCc875.pd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451624619082707&wfr=spider&for=pc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_OAdKCBAAYak_LNccM886.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_OAdKCBAAYak_LNccM886.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3/Csgk0YfM9xiAe5G5AARhb1RZcCc875.pdf


f

3．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价值指向与施策重点

作者：谌玲；孔祥利

文献源：知网,2022-11-09

摘要：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大循环，有助于城乡要素流动和乡村产业升级，不断激发

乡村资源要素活力，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通畅高

效的流通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有利于改善农产品供给与粮食安全，在扩大乡

村市场规模，挖掘乡村消费潜力等方面助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两大战略均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具有资源禀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的学理基础。在政策目标和价值指向上，都是为了谋求经济

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为此，要补齐农业农村的供给侧短板，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供给基础；扩大农村居民持续

增收的渠道，开拓新发展格局的内需空间；打破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壁垒，发挥新发展

格局的大市场优势。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kOAco3LAAWx8_EPjIc041.pd

f

4．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作者：周云波；王辉

文献源：知网,2022-11-09

摘要：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相对贫困治理和

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角度看，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但

是，由于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等问题，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不相

适应。因此，需要在转变对贫困治理认识的基础上，紧扣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围绕建

立健全相对贫困的识别和监测机制、增强脱贫劳动力内生发展能力、加强特殊贫困群体

的社会保障、做好现有扶贫政策的衔接和调整等措施，注重构建系统性、完备性和可行

性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为2035年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奠定坚实基础。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3/Csgk0YfM9biALDpGAC7T-l64Ms429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3/Csgk0YfM9xiAe5G5AARhb1RZcCc87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kOAco3LAAWx8_EPjIc041.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kOAco3LAAWx8_EPjIc041.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3/Csgk0YfM9biALDpGAC7T-l64Ms4297.pdf


5．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实践路径与政策启示

作者：李杰义；胡静澜；马子涵

文献源：知网,2022-11-07

摘要：本文以江苏省堰下村、河横村、安丰镇、丰县“、宁锡常”接合片区为观察对象，

揭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实践路径与政策启示。研究表明，数字乡

村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场景创新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破解数字

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瓶颈，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有必要加大

数字乡村要素供给，推进数字乡村平台建设，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5/Csgk0GN2QIeAT5noABrQA_Ms4DU655.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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