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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农网】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讲话指出，要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

化。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

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要增强机遇

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讲话指出，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

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进入

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实现了从大幅落后于

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新跨越。讲话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

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现

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坚

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讲话指出，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

想。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

谋划，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



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

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

地都搞自我小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讲话指出，构建新

发展格局要把握好几个重要着力点。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于

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一是要加快培

育完整内需体系。二是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三是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四是

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五是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六是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

讲话指出，要提高党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战略

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

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

本领。

链接:

http://www.farmer.com.cn/2022/08/31/99898718.html

2．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引发外媒关注 海外点赞乡村振兴的中国经验

【乡村振兴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2022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发布会上，关于乡村振兴的好消息频传：全国832个脱贫县每个县已初步培育2—3个优

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主导产业，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

比例提高到50%以上。截至6月末，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3223万人，返乡农民工就业率

90.7%，在产业带动、就业创业拉动下，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87元，实

际增长4.2%。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引发外媒关注，乡村振兴不仅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格

局的转型升级，也为全球多国传递发展经验。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8971.html

3．新闻联播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把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以更有力的举措、更强大的力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取得了显著成就。今天的中国，广袤田野间，一幅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画

http://www.farmer.com.cn/2022/08/31/99898718.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48971.html


卷正在希望的田野上徐徐展开。粮食产区沃野千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美丽村庄焕然

一新，蓬勃产业带动增收，乡村振兴更有底气。最新数据显示，进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新发展阶段，我国30多项过渡期衔接政策已经出台实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

扶机制全面建立。今年上半年，全国65%的易返贫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风险，其余均

落实帮扶措施。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3223万人，比去年底多

出78万人，超额完成今年目标任务。预计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仍将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8/29/art_624_196412.html

4．《2022农业农村产业发展重大技术需求》在南京发布

【中国农村网】2022全国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交易活动正在南京举行。8月25日下午，农

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礼胜在活动现场发布《2022农业农村产业发展重大技术

需求》（以下简称《需求》），列出三大清单、38项需求，为农业农村科技工作者围

绕国家目标破瓶颈、立足产业问题做创新指明方向。杨礼胜介绍，《需求》聚焦现代农

业、智能装备、绿色低碳“三大领域”，面向部属技术推广单位、各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和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立足于找准产业技术问题、凝练行

业重大需求、梳理企业科技“卡点”，对951条需求信息归纳分析、凝练遴选、咨询论证

而提出。

链接:

http://www.crnews.net/zt/qgnykjcxgzhy/zxxx/949576_20220826091718.html

5．以县城为载体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局】自古以来，县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扮演着重要角

色，“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富，天下足”是自秦代推行郡县制2000多年来流传至今的古

训。在现代化转型新的历史征程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史的大国来说，

处理好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始终是重中之重。作为“城尾乡头”，县城在统筹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具有天然的支撑作用和显著优势。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县城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

义；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县城在我国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的新的定位。新时代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需着重解决

http://nrra.gov.cn/art/2022/8/29/art_624_196412.html
http://www.crnews.net/zt/qgnykjcxgzhy/zxxx/949576_20220826091718.html


两方面问题：一是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和融合发展，为县城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的产业、就业支撑；二是破除长期以来制约县城和乡村发展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瓶颈，

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8/24/art_56_196370.html

【文献速递】

1．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者：斯丽娟；曹昊煜

文献源：知网,2022-09-02

摘要：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单元，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在县域经济

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突破口。从大历

史观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经历了从抑制到快速非均衡发展、再到良

态互动的长期演进，县乡间的经济溢出和县域经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凸显。县

域经济能够从城乡融合、有效治理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振兴，并且二者在实践

中也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良好的耦合关系。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

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产业融合与绿色发展，依托县

城发展统筹城乡资源和公共服务水平，自上而下深化各级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

导。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D/Csgk0YdrZQeANEs3AB181OklLvQ973.pd

f

2．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

作者：王亚华；李星光

文献源：知网,2022-09-02

摘要：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乡村治理面临规则缺失、规则不适、规则

漠视等多重制度困境，而数字技术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新机遇。本文构建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阐释数字技术全面

赋能乡村治理的理论机制，并利用经验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规则供给方面，

数字技术降低乡村治理规则集体选择和村规民约宣传修订的成本，提高乡村治理规则供

给效率和适配性；在规则执行方面，数字技术改善监督与惩罚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的运

行效率，促进规则有效落地；在规则维护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治理交流平台建设，

http://nrra.gov.cn/art/2022/8/24/art_56_196370.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D/Csgk0YdrZQeANEs3AB181OklLvQ97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D/Csgk0YdrZQeANEs3AB181OklLvQ973.pdf


为规则维护提供必要的软硬件支撑保障。本文的研究呈现了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乡村治理

的机制，为推进数字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启示。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F/Csgk0GMUs5yALuIQABISC38eO5s625.pd

f

3．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研究——基于宁夏闽宁镇的调查

作者：马伟华；李修远

文献源：知网,2022-08-25

摘要：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村现代化而实施的重大战略，

推动两者间的有机衔接对于当下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大多数民族地区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面临着产业融合匮乏、衔接机制模糊、参与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

这些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构建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

结构，坚持以民族互嵌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目标，按照东西协作与产业扶贫、就地

脱贫与文化振兴、民族互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则，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F/Csgk0GMUwRSAGguJABwZPV7nIOY883.

pdf

4．乡村农户贫困状态特征因子筛选与分析框架：兼论我国乡村振兴路径选择

作者：袁先智；赵旻；刘海洋；周云鹏；严诚幸；石宝峰；柴娜娜；林健武；何诚颖；

马胜；张千友；丁晓蔚

文献源：知网,2022-08-22

摘要：本文构建了刻画乡村农户贫困状态的特征因子的提取算法和分析框架，旨在实现

帮助完善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尤其是由贫困农户组成或参与的家庭农场在发展需要的

融资方面的的乡村信用评估，推动有效地制订对应政策和落地方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防止返贫。本文以“分类与回归树”（CART）分析和“吉布斯抽样”（GibbsSampling）

的人工智能算法为工具，对乡村农户贫困状态的特征因子提取建立了对应的框架和分析

流程。基于国内某地区乡村建档立卡数据库的31116个样本，实证研究筛选出12个刻画

乡村农户贫困状态高度关联的特征因子，并进一步对特征因子的有效性进行了ROC曲

线和AUC测试。结果表明以特征因子分析框架为基础，建设配套的乡村信用评估体系

是支持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最佳解决途径之一，除了能够为乡村贫困户获得持续工作的

基本技能或生产环境的改善提升上得到持续性的融资支持提供评估依据和数据支持，也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F/Csgk0GMUs5yALuIQABISC38eO5s62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F/Csgk0GMUs5yALuIQABISC38eO5s625.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F/Csgk0GMUwRSAGguJABwZPV7nIOY883.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0F/Csgk0GMUwRSAGguJABwZPV7nIOY883.pdf


能为乡村和城镇“传帮带”等生产和商务平台的建立提供可持续的基础性数据和信用分

析的动态支持。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D/Csgk0YdsTMGAcInDABGdHOmLxp0244.

pdf

5．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

作者：黄祖辉；胡伟斌

文献源：知网,2022-07-23

摘要：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针、目标任务和改革举措，扎实、有力、高效推进全面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结合近年来中央重要会议和中央“一号

文件”,尤其是有关乡村振兴发展与改革的文件精神与笔者的研究探索，从乡村振兴的发

展引领、实践运行和改革深化三个层面，梳理和提炼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握的十

大重点，即坚定乡村振兴“三步方略”;坚持“两山”理念“三大思维”;确保农业农村“三个优

先”;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推进“三种类型”规模经营；建

构“三层协调”服务体系；建立“三治合一”治理体系；深化供给侧“三个激活”改革；深化“三

权分置”产权改革。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3D/Csgk0YdrcWqAcMyqAAWsYF-qTMs23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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