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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中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正当其时

【中国政府网】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加快推

进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乡村将呈现更加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

链接:

http://www.gov.cn/yaowen/2023-05/03/content_5753987.htm

2．农业农村正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农业投资不能南辕北辙

【乡村振兴网】各地不妨把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重点产业和领域展示出来，既展示

投资空间，又提供参考指引，并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投资活力。要稳步推进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

活权，为农村资源市场化创造条件。要鼓励社会资本根据各地实际和自身禀赋，创新投

融资模式，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租赁等途径，采取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

办公助等方式，稳妥有序投入乡村振兴。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861.html

3．《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求是网】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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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一，这

是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始终保持党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

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我们这么大一个党，领导着这么大一个

国家，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个艰巨任务，全党必须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第二，这是推动全党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

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都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拼出来、干

出来的，要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仍然要靠拼、要靠干。第三，这是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既需

要常抓不懈，又需要集中发力，及时消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文章指出，要全面准

确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

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

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

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具体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二是锤炼品格强化忠诚，三是实干

担当促进发展，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五是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

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

一体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好头、作表率，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文

章指出，要切实加强对主题教育的领导。这次主题教育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时间紧、

任务重、要求高。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圆满完成主题教

育各项任务。第一，明确领导责任。第二，强化督促指导。第三，注重统筹兼顾。第四，

加强宣传引导。文章强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们

这一代共产党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奋进新征程

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链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4/30/c_1129581895.htm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4/30/c_1129581895.htm


4．呵护农耕文明根脉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网】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

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

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

底蕴，系统挖掘农耕文化深层价值，积极探索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771.html

5．塑造乡村特色产业优势

【乡村振兴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发展的源头活水。产业兴，则

乡村发展有活力、农民增收有动力、人才流入有引力。产业发展是产业的产生、成长和

进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通过有效组织技术、资源、资金、数据和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和创造价值的过程。当前，乡村产业集中度普遍较低，生产要素

富集度不够高，产业融合发展仍然不足，要实现产业振兴，就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强化

特色优势、聚力连链成群，塑造乡村产业核心竞争力。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781.html

6．合理利用传统村落经济功能

【乡村振兴网】我国已形成世界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

群。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和农耕文明载体，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

重要资源。有效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传承、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

兴旺，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741.html

7．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印发《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乡村振兴网】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77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78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741.html


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通知要求，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以数字化赋能乡村

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整体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

裕，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291.html

【文献速递】

1．共同富裕视域下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探析

作者：王琳；李珂珂

文献源：知网,2023-05-04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

同期盼。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注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存在

的低收入群体动态识别机制、防止返贫常态化帮扶机制、应对突发因素返贫的动态监测

机制、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机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待健全问题，亟

需从识别、帮扶、监测、发展、衔接方面入手，拓宽防止返贫现实路径。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TqkeAAEeCAA3CwgQNtN4655.

pdf

2．数字乡村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

作者：高歌；何启志

文献源：知网,2023-04-28

摘要：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与相对重要性

R2分解模型，从农业生产与农民减贫两个方面测算农业现代化效率，实证分析数字乡

村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效率整体呈不断增长态势，但

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存在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2)宏观层面，数字乡村能够调整

农村就业结构、提升农民就业质量，同时释放单位农业产值的增收效能，提升农产品生

产者的利润空间，具有较强的“普惠性”“益贫性”。但数字乡村在推动“三产融合”的过程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7291.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TqkeAAEeCAA3CwgQNtN465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TqkeAAEeCAA3CwgQNtN4655.pdf


中，会对传统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3)微观省份层面，数字乡村对农业现代化

效率的影响会因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主要分为“金融普惠

型”“电商赋能型”“基建拉动型”等3种类型。(4)在数字乡村的推动下，经济增长对农业现

代化效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明显的溢出作用，农业现代化减贫效率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

基于此，建议增强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因地制宜地科学选择发展路径，积极推进农村地

区“三产融合”。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9/Csgk0YiqXVqAXB4ZABFO2AnKwFo786.p

df

3．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及区域差异

作者：程刚；闫胜奎

文献源：知网,2023-04-26

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立足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愿景，采用超

效率MinDS模型测度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建设效率，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

法全面揭示和识别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中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大体呈上升趋势，并兼具“东高中低”、“南北差异均衡”的区域

特征；四大板块中，板块内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南

北方地区内差异相近；四大板块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则是南

北方差异的主要来源。在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研究结果对于全面协同提升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农业农

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B/Csgk0GRTqDKATFsRAAyPsKR5kdk16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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