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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财政保障乡村振兴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网】财政资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粮草军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压实地方政府投入责任”。预算报告

也明确，“加强乡村振兴投入保障，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目前，财政资

金安排、落实情况如何，取得了什么效果？近日在山东、四川等地有记者进行调研采访，

从当地财政部门、农户、农业企业了解到，多地持续将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

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撬动更多金融、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确保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8481.html

2．刘焕鑫：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

【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鑫在《人民论坛》（2023

年4月下）发表署名文章《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文中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三大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的“六大实效”，把

握新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总体思路的“四大措施”，为下

一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采取的“五聚焦”逐一进行

阐述。

链接:

https://nrra.gov.cn/2023/05/09/ARTItD38PpUCQmwm524INNcL230509.shtml

3．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8481.html
https://nrra.gov.cn/2023/05/09/ARTItD38PpUCQmwm524INNcL230509.shtml


【乡村振兴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要深入理解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和目标要求，抓好以乡

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

力奋斗。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全局大局，系统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目标

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

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

策部署上来，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科学谋划

和推进“三农”工作，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991.html

【文献速递】

1．畜牧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践创新

作者：王桂贤

文献源：知网,2023-05-15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应用持续深化，畜牧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智慧管理、模式

创新，逐渐成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在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头雁企业陆续布

局、数字技术条件愈加完善的基础上，畜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畜牧生产质效、实

现资源循环利用、联动多元企业主体、创新产销对接业态，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组织发展、生活富裕，实现乡村振兴。因此，有必要布局畜牧领域数字新基建、构

筑生态数字技术应用新形态、重构畜牧网络联动新生态、打造畜禽电商发展新业态，为

乡村振兴注入畜牧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4fuAc_rUABgA_BSu5Vo635.pdf

2．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家庭语言能力现状及对策

作者：曾丹；吉晖

文献源：知网,2023-05-15

摘要：我国当前经济收入低下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家庭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991.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4fuAc_rUABgA_BSu5Vo635.pdf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当前农村家庭人口语言能力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与城镇家庭人口语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振兴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不仅要解

决普通话普及率的问题，更应侧重提升普通话的普及质量，实现不仅要能听得懂、说得

出，还要说得标准、说得好的目标。农村家庭的普通话水平、语言表达能力、语言理解

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及网络媒体对农村家庭语

言能力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提升农村家庭语言能力，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根据地域、年

龄和性别差异设置推普工作的分区分层指标，加强对重点对象的培训，实现精准施策。

要强化学校教育主体地位，创新语言教育方式，拓展学校教育辐射力，发挥中央统筹优

势作用及网络新媒体传播引导作用。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2biAUlk5ABmB1RGjvU8391.pdf

3．绿色农业对乡村振兴影响研究——兼论数字普惠金融及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分析

作者：邬晓红；孙剑斌

文献源：知网,2023-05-15

摘要：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数字普惠金融、人力

资本为调节变量，实证考察绿色农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以及数字普惠金

融、人力资本在绿色农业对乡村振兴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整体来看,

绿色农业可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且在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

成立；其次，异质性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农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用

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为明显；最后,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人力资本均

可在绿色农业与乡村振兴二者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0_GAa7mmAAauQNcgY74027.p

df

4．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机制及路径

作者：王颜齐；孙楠

文献源：知网,2023-05-14

摘要：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使命，数字经济

作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驱动引擎。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研究发现：直接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助推脱贫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2biAUlk5ABmB1RGjvU8391.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0_GAa7mmAAauQNcgY7402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40_GAa7mmAAauQNcgY74027.pdf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检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

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强数字新基建

覆盖度、构建数字技术应用体系、创建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完善数据流动共享机制、蓄

力打造科技创新环境，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HfOABLcZAA_p3d9LCbA803.p

df

5．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现实挑战与突破之道

作者：马改艳；杨秋鸾；王恒波

文献源：知网,2023-05-12

摘要：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能为乡村产业发

展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数字经济会通过效率提升效应、效益改善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

产业创新效应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然而当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还存在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创新滞后、涉农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不成熟和乡村数字技术复合

型人才缺乏等多重现实挑战。为此，应当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创

新水平、健全涉农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和强化乡村数字复核人才培养等措施，加速乡村产

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赋能效应。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5XmAJ5uuABFgOXtiZXU464.p

df

6．共同富裕目标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作者：杨涛

文献源：知网,2023-05-09

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是促进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统一于乡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发展之中,两者的背景基础与远景目标总体一致,决定

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当前,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农村规模性返贫风险仍然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较为突出、

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仍比较明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不足、乡村振兴专业人才紧缺

明显等现实挑战。基于回答问题和回应挑战的逻辑使然,本文认为应从巩固拓展脱贫成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HfOABLcZAA_p3d9LCbA80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HfOABLcZAA_p3d9LCbA80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5XmAJ5uuABFgOXtiZXU46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5XmAJ5uuABFgOXtiZXU464.pdf


果、夯实共同富裕基石,加快乡村产业高效发展、增强共同富裕动能,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激活共同富裕势能,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提升共同富裕品质,健全人才引培机制、强化共

同富裕支撑等实践路径探索全面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G8CAMIInABNgsK9V864317.pd

f

7．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作者：刘奥；张双龙

文献源：知网,2023-04-20

摘要：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切入点，基于2009-2019年1950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

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能缩小县域

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且主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地方财政投入、

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促进农业发展等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对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西部县域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

缩小效果更突出，且只有当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缩小作用才有效。此外，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毗

邻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iIvmAQQrGACVF4Td-_EQ334.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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