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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农业农村部：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乡村振兴网】中国农业农村部23日对外表示，今年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2023年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中国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生产克服黄淮罕

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干旱等灾害影响，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

高，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曾衍德表示，今年夏粮早稻丰收到手，夏粮产量

2922.6亿斤，比上年略减25.5亿斤，仍处于历史第二高位；早稻产量566.7亿斤、增加

4.3亿斤，连续四年增产。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曾衍德表示，今年秋粮增产已

成定局，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除局部受灾外，大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较好，总体呈增产

态势。据农情调度，预计今年中国秋粮面积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中国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初显，是今年秋粮增产的

关键。专家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73%，有效对冲了洪

涝、干旱等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调整粮食生产结构，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近年来

中国实施大豆油料扩种计划。曾衍德表示，中国大豆油料扩种成果巩固，大豆面积连续

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2000万亩，油菜籽面积、产

量实现“双增”，花生、油葵等其他油料作物也呈稳产态势。“这些年来，中国粮食连年

丰收，库存也相对充裕，粮食稳定安全供给是有充分保障的。”潘文博表示，在新冠疫

情、乌克兰危机等情况下，相对于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高位波动，中国粮价保

持了基本稳定。“在中国的街头巷尾、一日三餐，民众都能体会到国家粮食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超市货架的米面品种齐全，百姓随时都能买得到、也吃得起。”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365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3651.html


2．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首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教育厅

（教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乡村振兴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教育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首批63个全国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详见附件），现予公布。请地方各级文化和旅游、教育、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多措并

举加大对试点地区的政策扶持和工作指导力度，推动试点地区围绕创意设计、演出、音

乐、美术、手工艺、数字文化、特色文化、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在体制机制、发展举

措、产业导入、政策保障等方面先行先试。要加强试点经验总结推广，不断发挥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社会效益，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项

目建设运营，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效能，统筹利用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积极探索文化和

旅游产业用地模式，不断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试点地区要充分发挥县域统筹规划、资

源配置作用，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改革创新，按照试点工作方案和重点任务，积极探

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及时总结经验和问题，每年6月和12月分别向省级文

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交工作进展情况和年度评估报告。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积

极做好试点经验的总结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不定期汇集整理报送试点工作形成的先进

经验、模式和典型案例，每年向文化和旅游部报送试点情况评估报告。文化和旅游部将

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对试点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并在全国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特此

通知。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2210.htm

3．国家统计局王贵荣：农业经济形势总体良好 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乡村振兴网】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积极应对不利天

气影响，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畜牧业生产平稳发展，农产品价

格基本稳定，农业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一、全国秋收进展顺利，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夏粮丰收早稻增产。今年夏粮生产克服“烂场雨”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国夏粮产量2923

亿斤，比上年下降0.9%，但产量仍居历史第二高位。秋粮生产总体向好。各地持续加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2210.htm


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农户种植意愿增强，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东北、华北局部地

区发生洪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农区光温水匹配良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和产量形成。当前，全国秋收进展顺利，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二、生猪出栏同比增

长，牛羊禽生产保持稳定生猪出栏同比增长，母猪存栏同比、环比均下降。前三季度，

全国生猪出栏53723万头，同比增加1693万头。全国猪肉产量4301万吨，同比增加151

万吨。三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44229万头，同比减少166万头；环比增加711万头。

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4240万头，同比减少121万头，环比减少56万头，基础产能收缩，

但仍处于正常保有量合理区间。牛羊生产保持稳定，禽肉禽蛋产量增加。前三季度，全

国猪牛羊禽肉产量6974万吨，同比增加263万吨。其中，全国牛肉产量509万吨，增加

24万吨；羊肉产量364万吨，增加18万吨；禽肉产量1800万吨，增加70万吨；禽蛋产

量2552万吨，增加53万吨；牛奶产量2904万吨，增加196万吨。三、农产品生产者价

格同比略降，集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

0.8%。分类别看，农林牧渔四大类产品价格同比均有所下降，分别下降0.5%、4.1%、

3.9%和0.5%。分品种看，三个季度稻谷和玉米(2558, 11.00, 0.43%)价格均同比上涨；

小麦价格一季度同比上涨，二、三季度同比下降；生猪价格由一季度上涨8.3%、二季

度持平转为三季度下降21.5%；三个季度活牛、活羊价格均下降。三季度，受上年同期

价格基数较高影响，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3.8%。9月份，农产品集贸

市场价格总体平稳。分品种看，玉米价格在8月创历史新高后有所回落；籼稻、粳稻、

小麦、大豆(4945, 16.00, 0.32%)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3%、0.6%、1.0%和0.3%；生猪

价格比8月份下跌1.4%；蔬菜、水果价格季节性变动明显。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3591.html

4．刘国中强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扎实稳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会13日在浙江

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有效的行动，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走深走实。刘

国中表示，“千万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整省全域

成功实践样本，蕴含的理念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旺盛实践活力，已经成为新时代新

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关键在于提升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实效。要坚持一以贯之、狠抓落实，久久为功、稳扎稳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从农民期盼中找准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建设。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3591.html


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培育壮大乡村产业。要坚持党建引领、大抓基层，不

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刘国中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动农民参与，落实

落细重点任务，注重规划引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努力形成梯次推进、逐步扩容、迭

代升级的工作格局。会前，刘国中调研了宁波、绍兴、杭州、湖州等地“千万工程”实施

现场。

链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9042.htm

【文献速递】

1．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影响因素多维研究

作者：张竟竟

文献源：知网,2023-11-27

摘要：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推动下，农村妇女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出于一定经济目的

做出的经济行为既有助于实现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又将助力乡村振兴。以河南省周口市

某县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农户行为理论，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多维

层面构建农村妇女经济行为研究模型，分析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以家

庭资源禀赋为中介变量分析中介效应，以期为农村女性赋能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

经济活动、文化技术、家庭资源禀赋、乡村振兴认知和资金需求对生产与技术应用行为

和消费与营销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活动和乡村振兴认知对其他经济行为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资源禀赋在身体心理层面和文化技术层面的潜变量对经济活动的路

径存在中介效应。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2LWAC6onABuKst_YY48753.

pdf

2．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法治进路

作者：朱超然；夏新华

文献源：知网,2023-10-30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更高更切实民主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

践,是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治理”话语转变的民主密码,也是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持

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当前,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环节的操作层面,尚有违纪违法现象偶有发生、广度深度效度仍需拓展、相

关体制机制不甚健全、村民法治意识素养薄弱、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不足等问题。未来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9042.htm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2LWAC6onABuKst_YY48753.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2LWAC6onABuKst_YY48753.pdf


国乡村全过程民主治理的发展,应当始终围绕“党的领导、协同共治、制度建设、文化培

育、科技赋能”,强化基层党建引领的凝聚力量,健全村民参与自治的实践机制,推动议事

广泛性和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统一,回应“熟人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诉求,加快乡

村数字化治理新模式的转型升级。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2cuAKJ8mAB-WU75OWQg60

4.pdf

3．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及实施路径

作者：袁莉

文献源：知网,2023-10-27

摘要：法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

法治维护乡村居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自治的前提和保障,与德治价值取向

一致,法治化水平与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呈正相关。受工业化、城

市化影响,现阶段中国乡村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愈加复杂,各类主体利益关系深度

调整,迫切需要现代化的法治治理。但目前尚存在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不完善,乡村社会法

治实践不充分,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体制机制待健全等问题。需要以加大制度

供给、规范主体行为、强化多主体协同、营造法治氛围等为着力点进行解决,加速乡村

治理法治化进程。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JTmACdTGAAkl5z1Rm9Y230.

pdf

4．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定位与制度变革——基于闲置宅基地盘活

利用的实践考察

作者：惠建利

文献源：知网,2023-10-26

摘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农民共同富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促进农民共同富

裕的重要经济组织。实践探索表明，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三

权分置”等农村改革中定位不清、功能发挥不力，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

高，制约了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实践探索+实践反思+制度完善”的研究思路，

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实践场域，提出实现农民共同富

裕，需着重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富”与“分富”功能，并将“造富”作为当前阶段的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2cuAKJ8mAB-WU75OWQg604.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2cuAKJ8mAB-WU75OWQg604.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JTmACdTGAAkl5z1Rm9Y230.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JTmACdTGAAkl5z1Rm9Y230.pdf


首要任务，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私法主体身份，赋予其集体土地的管理、处分权能

和部分收益权能，构建更加具体的法律制度，完善配套制度，改进相关机制，充分调动

其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心，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JFaARwdqABzO-B1_vjg615.p

df

5．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作者：杨朝娟；贺高祥；程莉；文传浩

文献源：知网,2023-10-25

摘要：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

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

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

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

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

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

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

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

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

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17eATsC5ABpa_Kagcuo729.

pdf

6．乡村振兴视域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研究

作者：袁世一；李干琼

文献源：知网,2023-10-25

摘要：【目的】乡村振兴是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方面之一。【方法】从生产资料、生产投入、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产出效率和

生态环境六个层面构建了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通过对2000—2021年时间序列数据

的分析，合成了中国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指数，并根据指数确定了粮食安全的警戒等级和

警线标准，以此来评估粮食安全的发展水平。【结果】乡村振兴战略与粮食安全监测预

警之间相互支撑；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层面均得到了有效改善；粮食产能提升的效果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JFaARwdqABzO-B1_vjg615.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JFaARwdqABzO-B1_vjg615.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17eATsC5ABpa_Kagcuo729.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1/Csgk0Ymc17eATsC5ABpa_Kagcuo729.pdf


显著。【结论】2000—2009年间，中国粮食监测预警指数处于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间，

2009—2012年处于中等风险区，2013—2016年处于较低风险区，2017至2021年处于

低风险区；根据预测结果未来五年中国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指数仍然处于低风险区。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3/Csgk0GVGIweAVxceAATvDlFZYc0322.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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