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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与战略路径

【乡村振兴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全国县城进行功

能定位，按照不同特点确定为五个类别，提出了不同发展路径。除了贯彻落实这一精神

外，实现县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良性互动，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一）拓宽投入

渠道，开辟活水源头。（二）盘活乡村资源。（三）加强涉农人才培养。（四）在县域

内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创造更多本地就业空间，推动年轻农民本地就业和就地城镇

化。（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应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乃至量力而为的基础

上，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六）以县域为单元进行基础规划，包括国土、城镇、

产业、旅游等，实现多规合一，以统筹县域内城乡发展空间。（七）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节点经济”。（八）将县域经济定位放到更大的区域中去，通过制定更高层级的区域

发展规划，实现资源和要素在县域间双向良性互动，构建共治共建共享体制机制，破解

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2691.html

2．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道路

【乡村振兴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继党的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后，党中央再次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系统全面

部署三农工作。对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工程，

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道路。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2691.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2721.html

3．前进，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十周年之际

【乡村振兴局】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 “现在，大家都

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

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 “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

的彼岸。” 2022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大闭幕第二天，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我们要埋头苦干、担当作为，以更

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回溯千年，只有创造过辉煌的

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 回首百年，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

切的渴盼。 回眸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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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筑梦逐梦圆梦，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1/29/art_624_197817.html

4．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乡村振兴网】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的重大举措。2021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2022年中央一

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乡村建设

行动，强化规划引领，加强水电路气信邮等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和污

水垃圾处理”。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在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

整治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些短板和不足。对此，需要及时准确地识别

当前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应该注意的重点问题，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2431.html

5．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光明日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2721.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1/29/art_624_197817.html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2431.html


【农业农村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事关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

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农业必须要强。

链接:

http://www.moa.gov.cn/ztzl/ymksn/gmrbbd/202211/t20221122_6415889.htm

【文献速递】

1．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以河北为例

作者：康晗

文献源：知网,2022-12-01

摘要：【目的】中国扶贫战略重点由全面脱贫攻坚目标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直面贫困治

理转型精细化和个性化需求，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系统构建相

对贫困治理逻辑及机制对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引和价

值参考。【方法】在分析相对贫困内涵、特征及治理战略基础上，基于系统分析原则，

考察河北地方相对贫困治理实证，阐释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机制。

【结果】由于推进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差异，地区治理侧重点不同，但相对贫困治理逻辑

存在重叠共识。基于相对贫困治理逻辑构建长效化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结论】提炼出

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产业技治，文化内治，社会共治，民生善治及生态法治为手段

“一核五治”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从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协同治理，收入增

长及法律保障六方面架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7/Csgk0GOKA9iAdQQtAA7vtaDSF0I464.pdf

2．乡村数字治理的三重面向:理论之维、现实之困与未来之路

作者：郑永兰；周其鑫

文献源：知网,2022-11-30

摘要：信息技术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基于数字治理理论，

从“理念-主体-内容-媒介-成果”出发，揭示乡村数字治理的理论之维。结果表明：乡村

数字治理意味着治理理念的数字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清晰化、治理媒介

的平台化与治理成果的共享化。当前中国乡村数字治理处于初尝阶段，数字技术与乡土

社会的碰撞产生“适应性矛盾”，主要表现为：数字治理理念在乡土社会的悬浮、数字赋

能与数字贫困之间的张力、清晰性需求与模糊性现况的失衡、数据资源整合与平台共享

http://www.moa.gov.cn/ztzl/ymksn/gmrbbd/202211/t20221122_6415889.htm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7/Csgk0GOKA9iAdQQtAA7vtaDSF0I464.pdf


的失范以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未来推进乡村数字治理

实践，需要注重回应性与数字素养提升、加强协同性与多元共治塑造、推动清晰性与模

糊性的调和、规范平台运行标准体系建设、保障数字性与价值性的平衡，推动数字技术

与乡村治理的同频共振，使乡村数字治理更加符合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与国家现代化转

型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要求。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5/Csgk0Yfgtz6Ab4kUAArd_DWhVSc794.pdf

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机制与路径

作者：胡德宝；翟晨喆

文献源：知网,2022-11-25

摘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战略部署。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的重点将转向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在理论上接续，在实践上共通，二者的有机衔接将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和“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实现。两大战略部署是一致性、联动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在理论逻辑上，二

者均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发展目标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相统一。在实践逻辑上，

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在产业、人才等方面奠定基础并提供借鉴，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成

果的持久动力来源。要重视二者的衔接机制，注重构建产业升级机制、建立统一市场机

制、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激发农民主体作用机制。在深刻理解两大战略之间关系的基础

上，通过构建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推动产业振兴和健全体制机制等路径实现二者

的有机衔接。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7/Csgk0GOKAomAD3yfABbbwruL7i0392.p

df

4．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共同富裕

作者：王少妆；杨学儒

文献源：知网,2022-11-24

摘要：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2017年以来

正式启动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天然具有强农富农使命，但其对地区共同富裕的影

响尚不明确。以“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地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使用

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

文章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转移就业角度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村共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5/Csgk0Yfgtz6Ab4kUAArd_DWhVSc79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7/Csgk0GOKAomAD3yfABbbwruL7i0392.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7/Csgk0GOKAomAD3yfABbbwruL7i0392.pdf


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助于推进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地区。同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成

果共享”效应大于“总体富裕”效应。进一步地，在机制检验方面，文章发现，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提高了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农民群体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

产业转移，提升了弱势群体收入，从而促进了发展包容性，切实推进了共同富裕。因此，

文章提出：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量扩容，扩大覆盖面，严格考核，切实发挥其包

容性发展效应；加快形成省市区联动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为农村共同富裕注入

持续动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应注重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各地区应因地

制宜依托其优势特色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政策建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7/Csgk0GONWMCAO45lABOWxaA_98E818.

pdf

5．乡村产业振兴科技园区技术诱致模式研究

作者：王京雷；陈欣；李晓阳

文献源：知网,2022-11-14

摘要：为促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推动乡村产业重要作用的发挥,本文拟深入研究乡村产

业振兴的有效模式及其实现路径。本文采用分步案例研究法,基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

术诱致视角,构建乡村产业振兴理论框架,从诱致目标、诱致方式、诱致内容三个维度提

炼乡村产业振兴技术诱致模式。研究发现:嵌入式技术驱动模式、螺旋式技术驱动模式

以及链条式技术驱动模式都是乡村产业技术诱致的有效模式;“技术目标设定—嵌入产

业分析—产品体系构建”的三重逻辑是乡村产业技术诱致的有效实现路径。为进一步加

快乡村产业振兴进程,政府可采取合理调控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有效推进园区技术研发

活动、全面统筹产业与技术布局等措施。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5/Csgk0YfkDW-APx5AAAl3Bg5HSLo824.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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