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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央视《新闻联播》：一季度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乡村振兴局】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一季度，我国持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加快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乡村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一季度，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保持平稳，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拉动消费市场。到乡村过大年、

品美食、游冰雪、赏春花成为城乡居民度假首选。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预计10%左右。

浙江安吉大竹园村对村容村貌微改造、精提升，全新亮相的文旅融合梦工厂成为附近最

靓打卡地；河南夏邑王营村，网络销售成为新时尚，7万单快递正从这里发往全国，网

上销售额达1.5亿元；贵州全省实现5G乡乡通，物联网+种养殖，数字化+特色产业，乡

村产业发展迈入数字经济新时代。一季度，受农产品稳产保供强力拉动，农产品加工业

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态势，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4%。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季度均值达54.7%，高于同期制造业

近5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乡村多元价值，一季度，我国新建4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打造一批产业

发展高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有力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截至3月底，农村返乡留

乡农民工超过8成实现了就近就业，县域内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增加1100多万

人，同比增长9%。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4/28/art_624_195017.html

2．以产业兴旺促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网】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只

有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才能更好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总

http://nrra.gov.cn/art/2022/4/28/art_624_195017.html


的来看，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关键要在产业发展基础方面

继续夯实，当前存在的一些短板弱项也需及时补足和加强。要解决好这些现实问题，需

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聚焦稳住农业基本盘的要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农业产

业特征，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农村特色优势资源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措施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做强做优现代农业。二是发展特色富民产

业。三是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四是充分发挥功能性平台的作用。五是不断完善支撑

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1351.html

3．“粮食危机”究竟因何成为世界热词？

【中国农网】最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

机”。民以食为天，粮食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然而，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前，

美国已经急着把“粮食危机”的责任先甩给俄罗斯。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导致的粮食短缺是真实的”。此言一出，“粮食危机”冲上了近十二个月来人们关

注度的顶点。与此同时，美国各大媒体更是开始大面积释放“普京发动的战争引发全球

粮食危机”的论调。这场“粮食危机”究竟由何而起？“粮食危机”，是全球粮食不够了？

粮食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毕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世界谷物出口大国。“粮食危机”

的“危”从何来？虽然全球粮食供需总体平衡，但是局部和短期的影响也使得一些国家不

得不采取措施，尤其是高度依赖从俄乌进口粮食的国家，已经开始寻找替代来源。什么

在推高粮食价格？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高度相关，指向了本轮粮食价格高涨的一个重要

因素——能源。“粮食”变身“能源”？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专门造访了爱荷华州生物处

理厂，随后由美国环保署宣布了一项对销售混合15%乙醇的汽油的豁免。

链接:

http://www.farmer.com.cn/2022/04/22/99892698.html

4．树立大食物观，让“中国饭碗”端得更好、更健康

【乡村振兴局】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树立大食物观”。4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如何树立大食

物观？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有专家认为，从发展阶段看，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反映在吃饭问题上，就是更加丰富多样、营养健康的食物供应。“要树立大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1351.html
http://www.farmer.com.cn/2022/04/22/99892698.html


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明确提出了“大农业、

大食物”的新观念。“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

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首次明确提出了“大农业、大食物”的新观念。发展大食物观：向“资源”要平衡大

食物观，基础是粮食，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把确

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4/20/art_624_194883.html

【文献速递】

1．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内在关系与战略要点

作者：张琦；庄甲坤；李顺强；孔梅

文献源：知网,2022-04-28

摘要：将乡村振兴置于共同富裕目标下进行研究。首先，在界定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

阐释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从主体、动力、内容、途径、过程、目标六个方面

系统地分析了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其次，分别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和发展的视角剖析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前提下，

明晰了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要点设计原则，并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

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战略要点。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1/Csgk0GJrjhqAQ7fsAAaEPHIvFjQ766.pdf

2．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返贫阻断

作者：郭露；刘梨进

文献源：知网,2022-04-22

摘要：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

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

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

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研究结果表

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返贫；并且户主

http://nrra.gov.cn/art/2022/4/20/art_624_194883.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1/Csgk0GJrjhqAQ7fsAAaEPHIvFjQ766.pdf


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

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

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

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

陷入贫困的概率。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O9iAKBSdAAn3sxDIR8Y834.pdf

3．基于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常文涛；杜宾彬

文献源：知网,2022-04-20

摘要：在“后扶贫时代”，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其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1—2020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结合

乡村振兴的四大路径，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和因子载荷，并构建SVAR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化的长期增收效应大于城市化的长期增收效应；在短期内，

农村产业结构改革与农产品贸易市场化有助于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科技投入和农业信息

化的长期增收效应高于短期增收效应。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1/Csgk0GJrnVKAFqz0ABbCB6dcsp4334.pdf

4．日本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实践特点——以文化遗产活用为例

作者：胡亮；董顺擘

文献源：知网,2022-04-20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民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充分发挥主体性

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日本文化遗产角度，构建主体实践生成过程

与主体实践类型分析框架，以日本文化遗产活用为例，分析日本农民主体实践特点，探

讨日本农民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延续传统村落生命力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我国农民

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经验借鉴。研究表明，日本文化遗产活用主要有重

要传统建筑物群和无形文化遗产，以及融合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街

区。农民主体实践过程是从无到有、层层深入和以问题为导向的运行机制。主体实践类

型有互助型、协同型和计划型。尽管各村庄的主体实践生成过程与类型各不相同，但存

在一定的共性，即从纵向的维度看，农民主体实践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从横向的维度

看，农民的主体实践具有差异化的特点。日本案例启示我们在保护与利用农业文化遗产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O9iAKBSdAAn3sxDIR8Y83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1/Csgk0GJrnVKAFqz0ABbCB6dcsp4334.pdf


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农民主体实践生成过程；其次，农民应因地制

宜地构建主体实践类型。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TOaAPs3BAAvPCE5ffOY509.pdf

5．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及效应测度

作者：郝爱民；谭家银

文献源：知网,2022-04-20

摘要：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经济效益增值乏力、人口红利衰减等供给冲击,锻

铸农业韧性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农村产业融合作为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其对农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文章从农业弱质

性视角探讨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业韧性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较为系统地从抵抗

力、恢复力和再造力三个层面构建了农业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

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机制和差异。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

农业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分维度促进作用的强弱依次表现为抵抗力、恢复力和

再造力;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对农业韧性产生

促进作用;农村产业融合的韧性治理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产业融合仅对

农业恢复力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粮食非主产区,产业融合对农业抵抗力和再造力有显著

促进作用。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PO-AXM55AArmQmpGDyw363.pdf

6．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基于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

大典型”案例研究

作者：王瑞峰；李爽

文献源：知网,2022-04-15

摘要：以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例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提炼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主要受政府、基础、品牌及目标四类因素影响。外部环境与四类因素的相互影

响促进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外部环境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环境

基础；政府因素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基础因素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选择提供现实依据；品牌因素激发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目标因素为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现实需求与发展方向。由此，为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TOaAPs3BAAvPCE5ffOY509.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PO-AXM55AArmQmpGDyw363.pdf


议实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主体培育战略、差异化发展战略、品牌培育推广战略、多渠

道创业增收战略。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2F/Csgk0YbCTruAUQHDABR3tsbYH4U4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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