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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中国科协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的意见

发布源：“今日科协”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2-08-01

摘要：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实施“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搭建平台、壮大队伍、丰富资

源、精准服务等八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团结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开展“科技助力

乡村振兴行动”。《意见》指出，科协组织、乡村振兴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推动各级学会、

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等建立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目录，促进优质服务与县乡村科技需求精

准对接，为农村地区提供科技培训、科普讲座、产业指导等科技服务。以“科创中国”

等平台为支撑，构建科技服务与乡村振兴所需对接的有效机制。广泛吸纳农技推广机构

负责人、科技型企业家等进入基层科协队伍，加强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建设。《意

见》要求，乡村振兴部门要推动科普设施建设纳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布局，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拓展和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科普服务功能。推动科普中国优质内容

融入数字乡村建设，促进科普信息化资源的生产、汇聚和传播。科协组织要针对县域、

乡村需求，提升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等流动科普设施的下沉服务，加强农村中学科

技馆建设，为乡村提供丰富有效的科普服务。《意见》强调，科协组织要聚焦国家乡村

重点帮扶县，动员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产业升级、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农业科技普及和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继续发扬“会企”合作帮扶、学

会组团式帮扶、跨地区帮扶、党组织结对帮扶等工作经验，发挥企业、高校等社会力量

在定点帮扶中的作用，加大对定点帮扶地区的政策、人才、信息、资源、技术等支持和

倾斜力度，推动定点帮扶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DI0MjQzNg==&mid=2653162537&idx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DI0MjQzNg==&mid=2653162537&idx=1&sn=9ed44ab9250c9afb955643d5e1f1e490&chksm=8d138742ba640e54bff3ef87d6248d5a21a652b96e5fe08eb7953fbeb0db904dbbfdf44223e8&scene=27


=1&sn=9ed44ab9250c9afb955643d5e1f1e490&chksm=8d138742ba640e54bff3ef

87d6248d5a21a652b96e5fe08eb7953fbeb0db904dbbfdf44223e8&scene=27

【动态资讯】

1．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就做好“三

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指引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

的出版发行，是“三农”领域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为我们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要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把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学

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不断强化做好“三农”工作的思想武装。一、充

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三、坚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三农”工作实践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7/27/art_624_196070.html

2．钟华论：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

【乡村振兴局】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题：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钟华论真理

的力量穿越时空，思想的光芒照亮前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植根广袤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历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

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DI0MjQzNg==&mid=2653162537&idx=1&sn=9ed44ab9250c9afb955643d5e1f1e490&chksm=8d138742ba640e54bff3ef87d6248d5a21a652b96e5fe08eb7953fbeb0db904dbbfdf44223e8&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DI0MjQzNg==&mid=2653162537&idx=1&sn=9ed44ab9250c9afb955643d5e1f1e490&chksm=8d138742ba640e54bff3ef87d6248d5a21a652b96e5fe08eb7953fbeb0db904dbbfdf44223e8&scene=27
http://nrra.gov.cn/art/2022/7/27/art_624_196070.html


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必将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7/25/art_624_196029.html

【文献速递】

1．边缘崛起：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作者：熊易寒；俞驰韬

文献源：知网,2022-08-02

摘要：大都市郊区农村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既是一种乡村振兴的独特

类型，又是容易被乡村研究所遗漏的类型。对于大都市而言，乡村既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具有特有的生态和资源价值。通过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区位优势、承接大都市人口外

溢的人才优势、土地资源优势、资本下乡的产业带动优势等，上海奉贤探索出了一条“边

缘崛起”的大都市乡村振兴路径。实现人、土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是这一路径的核心内

容，构建新城、镇域、乡村“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是奉贤实现“边缘崛起”的发展模式。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A/Csgk0YdCQSSAUcu1ABUYMbS5r8k644.

pdf

2．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仿真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作者：陕颖颖；唐健雄；刘雨靖

文献源：知网,2022-08-02

摘要：基于系统分析视角下,借用Vensim软件模拟4种不同情景下乡村振兴演化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1）在旅游城镇化的影响下,张家界地区乡村振兴呈现典型的非线性特

征。（2）在4个方案中,以产业兴旺-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居民幸福协同发展模式的仿真

结果为最优,它既能确保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又能降低由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造成的人口流

失、环境污染等问题,还能够有效地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3）通过政策干预与宏

观调控,提出基于产业经济、生态宜居、社会文化、居民幸福的协调发展模式,以促进旅

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最后,针对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现存发展

模式,结合时下新冠疫情的影响,从旅游业跨界融合、旅游危机管理等方面入手,提出几点

实用性建议。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7/25/art_624_196029.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A/Csgk0YdCQSSAUcu1ABUYMbS5r8k64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A/Csgk0YdCQSSAUcu1ABUYMbS5r8k64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gQ2AQpGZACvXjkXllvg274.pdf

3．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作者：黄振华

文献源：知网,2022-08-02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

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

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

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

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

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

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

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A/Csgk0YdCMX-AF4DhABP_zn7Z1cc869.p

df

4．政经互促：乡村组织振兴的理论解构与实践创新——基于“村社全要素股份合作”改

革试点

作者：苑丰

文献源：知网,2022-08-01

摘要：从“交往理性”系统构成元素及其互动机制的角度来看，乡村政经互动系统由发展

要素、产权结构、运行机制、交往主体四个维度呈现。文章基于此纵向审视并梳理新中

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进程中政经关系的演变形态，明确“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进而

横向剖析豫、冀、黔、桂四省份多个“村社全要素股份合作”改革试点村的成功案例，提

炼出乡村振兴构建政经互促发展机制的可行路径：以“资源的文化网络”凝聚盘活要素；

完善产权结构和运行规则，构建政经互促的产权格局；构建行政、社区、市场“三重赋

权”的运行机制；以内生动力培育为出发点构建组织体系。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j2CAO-RuAA39gI2Ku_o114.pdf

5．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

作者：朱红根；陈晖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gQ2AQpGZACvXjkXllvg27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A/Csgk0YdCMX-AF4DhABP_zn7Z1cc869.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A/Csgk0YdCMX-AF4DhABP_zn7Z1cc869.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j2CAO-RuAA39gI2Ku_o114.pdf


文献源：知网,2022-07-28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

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泰尔指数、莫兰

指数等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析。研

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基本呈“东—中—西”

递减状态,且粮食生产环节较多得益于数字乡村发展红利;区域总体差异基本呈缩小趋势,

四大区域的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内,东部地区差异及贡献率最大,三大粮食功能区区域内差

异也逐步降低;数字乡村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和中部省份多表现为HH型

和LH型集聚,西部较多省份则为LL型集聚。据此,本文就数字乡村发展的推进路径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

链接: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z5FXOKLI3LzlsCipj0aML2o8_eB2dqmb04Xra1

uIddqxJG-v9d3vQYAQFR_7jrgA2CkMKDWEoG7poyGyb_zfp29AGsOE43yoyHM

zzkaAmOxoqBwRq3CriQ==&uniplatform=NZKPT

6．农民视角下的乡村振兴:选择、困境与策略

作者：洪名勇；张安琪

文献源：知网,2022-07-28

摘要：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乡村变迁浪潮中做出何种

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城乡关系的演变进程。本文以个体农民为对象,以乡村发展现实为

基础,根据农民与土地、村庄关系的松动程度将其划分为离土离村型、离土守村型、守

土离村型与守土守村型四种基本类型,并从外生与内生两个角度重点解读其中两种具有

过渡意义的分化形态背后所折射出的“城愁”与“乡愁”。本文提出应从大城市城镇化与小

农户现代化两方面着手,深化户籍制度双向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步伐,提高农业生产

经营效率,完善社会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打造城乡间发展与平衡的共

赢格局。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hi2ADQWaAAm80bTPEg8147.p

df

7．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作者：赵映；张鹏

文献源：知网,2022-06-23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z5FXOKLI3LzlsCipj0aML2o8_eB2dqmb04Xra1uIddqxJG-v9d3vQYAQFR_7jrgA2CkMKDWEoG7poyGyb_zfp29AGsOE43yoyHMzzkaAmOxoqBwRq3CriQ==&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z5FXOKLI3LzlsCipj0aML2o8_eB2dqmb04Xra1uIddqxJG-v9d3vQYAQFR_7jrgA2CkMKDWEoG7poyGyb_zfp29AGsOE43yoyHMzzkaAmOxoqBwRq3CriQ==&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z5FXOKLI3LzlsCipj0aML2o8_eB2dqmb04Xra1uIddqxJG-v9d3vQYAQFR_7jrgA2CkMKDWEoG7poyGyb_zfp29AGsOE43yoyHMzzkaAmOxoqBwRq3CriQ==&uniplatform=NZKPT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hi2ADQWaAAm80bTPEg814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hi2ADQWaAAm80bTPEg8147.pdf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

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

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

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

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

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hMCAHdtoAAp8Nj4bxNA317.p

df

主编：赵瑞雪 本期编辑：赵钰佳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82109652 邮件地址：zhaoyujia1129@163.com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hMCAHdtoAAp8Nj4bxNA31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C/Csgk0GLrhMCAHdtoAAp8Nj4bxNA317.pdf

	《乡村振兴专题》专题快报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农业分中心
	【政策法规】
	【动态资讯】
	【文献速递】
	主编：赵瑞雪                                         本期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