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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全文」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农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

链接:

http://www.farmer.com.cn/2022/10/25/99901626.html

2．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乡村振兴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摘自党的二

十大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的二十大代表们表示，党的

二十大决策部署为继续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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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0/21/art_4317_197182.html

3．奋进新征程 | 乡村振兴有奔头 释放中国农村发展活力

【乡村振兴局】央视网消息：十年来，中国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国

http://www.farmer.com.cn/2022/10/25/99901626.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0/21/art_4317_197182.html


际媒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取得的成就。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以坚定的决心取得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中国的减贫经验也惠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周边国家。中国不同的村庄和贫困群体都得到了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东部沿海较富裕

地区为内陆贫困地区提供对口支援。坚定的领导与有效的执行，推动了脱贫攻坚战的胜

利。印度《印度快报》 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极具价值：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主要依

靠两大支柱，一是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为贫困人口提供新的发展机会，不断提高收入

水平。二是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来消除长期贫困。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效的治

理，而有效的治理是成功实施增长战略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减贫政策的关键。中国以全

球公认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除了绝对贫困，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极具借鉴价

值。阿根廷《号角报》 乡村振兴释放中国农村发展活力：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中国

正在扎实推进巩固脱贫成果，不仅致力于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产量的提高，更要系统改

善农民生活。中国有效保障了14亿多人口的粮食安全，大力开展绿色农业、数字农业，

还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聘请专家、技术人员返乡，通过人才引进助力

农业创新，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柬埔寨《高棉时报》 乡村振兴更有奔头：为了使农

村地区更加宜居，中国在2018年启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中国新建或改建

农村公路，为农村居民出行提供了方便。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农村产业升级等

方式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村条件不断改善，农民的生活越过越好，越来越

多的人愿意回到农村参与建设。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0/20/art_624_197163.html

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展现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

【司法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

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扎实推进“三农”各项工作，推动农业

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喜看神州大地，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开局良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面貌明显改

善，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一幅幅产业兴、乡村美、

http://nrra.gov.cn/art/2022/10/20/art_624_197163.html


农民富的壮美画卷徐徐铺展。

链接: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2zt/20220311fjxzc/20220712ffs

n/202210/t20221013_465196.html

5．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脱贫地区农民生活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

【乡村振兴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为基本方略，组织开展了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接续奋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打赢脱

贫攻坚战后，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生活质量继续

提高。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把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区域，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发展，不断加大支持力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

长，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三、贫困地区生产

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

善，“四通”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事业长足进步，文化教育卫生资源逐渐丰富，人民吃

穿不愁，上学难、就医难、居住难以及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

史性解决。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继续提升打赢脱贫

攻坚战后，各地区各部门继续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健全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加强

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消费水平继续提高。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0/13/art_624_197032.html

6．金融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驾护航

【中国农网】2021年，涉农贷款余额43.21万亿元，比2012年几乎翻了一番；农业保险

保费规模965.18亿元，是2012年保费规模的4倍；农业信贷担保作用日益凸显，在保余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2zt/20220311fjxzc/20220712ffsn/202210/t20221013_465196.html
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2zt/20220311fjxzc/20220712ffsn/202210/t20221013_465196.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0/13/art_624_197032.html


额3217.9亿元，户均担保额度达31万元；地方设立了超过60个农业农村发展政府投资

基金；沪深两市100余家农业上市企业市值近2万亿元&hellip;&hellip;党的十八大以来，

金融支农政策体系不断发展完善，金融支农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的

质量和成效明显提升，有效破解“钱从哪儿来”的难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

支撑。有方向、有标准、有要求——加大支农投入，强化项目统筹整合，推进重大政策、

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顺利实施。有创新、有举措、有效果——从解决支农投入的关键影

响因素着手，引导撬动更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领域。有平台、有路径、有空间——构建

部门联动、机构合作和央地协同的现代金融支农服务工作架构，政策供给能力和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

链接:

http://www.farmer.com.cn/2022/10/08/99900448.html

【文献速递】

1．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作者：齐文浩；齐秀琳

文献源：知网,2022-10-14

摘要：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

府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社会力量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文化传

承与融合、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丰富农民增收途径等作用于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

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人才等多个方面,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

兴的深入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法规迟滞、主体意识不强、乡村融入困难、

监督激励缺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主体意识、探索融合路径和

建立健全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

用。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0/Csgk0Yefu6WADM5lAAmROc4jU-k410.p

df

2．共同富裕新动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联盟角色治理

作者：曾茂林；曾丽颖

文献源：知网,2022-10-10

摘要：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形成。因为代表乡村新动能的生产

http://www.farmer.com.cn/2022/10/08/99900448.html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0/Csgk0Yefu6WADM5lAAmROc4jU-k410.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0/Csgk0Yefu6WADM5lAAmROc4jU-k410.pdf


力，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本，都主要依靠城市校企联盟下乡，让先富起来的城市资本注入

乡村，同新技术融合转化为乡村振兴新动能。所以，需要城乡“政校企社”按产业生态链

和利益捆绑的内外机制，以契约方式形成纵横联盟的生态布局。根据战略生态位管理

（SNM）理论，省市政府应为“新技术孵化-新兴产业-市场新品牌”逐级转化创设良好环

境。为新技术代表提供恰当挂职岗位，让其依托特殊生存环境扮演好新技术推广者角色；

县乡政府积极诱导城市校企下乡，扮演好中介和护航、联盟者角色；地方高校，则需要

从技术创新孵化、新技术人才培训上，扮演好乡村振兴的新技术引领者角色；省市企业，

从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上着力，发挥好引领乡村产业集群振兴的角色，助推城乡联盟创

造出共同富裕的强大新动能。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JDMaAOazjAAS9bfWiWcA724.p

df

3．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

作者：刘明月；冯晓龙；张崇尚；仇焕广

文献源：知网,2022-10-09

摘要：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探究其减贫效应与机制，既对“十四五”

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讲好易地扶贫

搬迁故事、分享中国脱贫经验。本文从“贫”“困”“主观贫困”3个方面阐述易地扶贫搬迁

对贫困户的多维减贫机理，进而利用8省（区）16县1009户的3期面板数据分析易地扶

贫搬迁的多维减贫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在多维贫困临界值k为0.3的情况下，贫困户

的多维贫困指数从2016年的0.308下降到2020年的0.009，其中，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

度要大于平均被剥夺份额的下降幅度；易地扶贫搬迁能显著降低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水

平，而且搬迁时间越长，这一效果越显著；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改善贫困户的教育、

健康和生活水平来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进而缓解其多维贫困中的“困”。鉴于此，乡村

振兴阶段的易地扶贫搬迁仍需加强后续扶持工作，促进安置区产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就业

充分稳定，以提高搬迁群众的收入水平；促进安置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以及公共服务提

质扩面，以提升搬迁群众的发展能力；加强安置区治理体系建设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以

增加搬迁群众的主观福利。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JEQSAQTFEABgrQS9Dwzw551.

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JDMaAOazjAAS9bfWiWcA72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JDMaAOazjAAS9bfWiWcA72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JEQSAQTFEABgrQS9Dwzw551.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2/Csgk0GNJEQSAQTFEABgrQS9Dwzw551.pdf


4．共同富裕导向下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机理、模式与策略

作者：廖成中；毛磊；翟坤周

文献源：知网,2022-10-09

摘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关键任务,也

是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作为“央—地”

纵向公共治理框架下推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空间治理实践,东西部协作治理模式对历史

性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共同富裕基础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新

阶段,既要突出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自主能力培育,又要超越单一行政单元上的“城乡

地域空间”融合逻辑、拓展跨行政单元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治理优势。对此,需要

基于“空间—市场—价值”的经济地理逻辑,构建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区域协调—市场分

工—共富目标”整合框架,揭示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机理;基于类型化协作实

践,拓展东西部地区“产业—链条”融合型、“人才—交流”联动型、“产品—市场”对接型、

“资源—互补”开发型协作模式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势潜能;在坚持优势互补与互利互惠相

统一、常规协作与特色协作相协同、整合实施与过程推进相衔接、系统规划与差异治理

相结合等理念原则基础上,以市场化协作、数字化协作、组织化协作、制度化协作等路

径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导向下的乡村全面振兴。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1/Csgk0YefvnyAQr67AAsSRv2ZQP48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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