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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国家乡村振兴局等七部门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

发布源：乡村振兴局

发布时间：2023-01-16

摘要：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

南》），对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机制进行部署，规范了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程序和方

法，为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提供了工作

指引。《指南》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

求，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过程、全环节

推动农民参与，使农民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主体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引导广大农民用辛勤劳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

生活条件。《指南》明确了组织动员农民参与村庄规划、项目建设和设施管护的工作要

求，对涉及村庄规划、建设、管护等乡村建设重要事项，应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组

织农民充分讨论，引导农民共议村庄规划、投身村庄建设，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优先支持村“两委”动员能力强、群众参与程度高、投资投劳意愿足、利

益冲突化解好的村庄实施项目建设。《指南》提出，各地应将组织农民参与作为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推进人才下乡，创新投入机制，将农民对参与

方式的知晓率、项目实施的参与率、项目质量的满意度作为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竣工

验收的重要指标。广泛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引导农民群众由“要我参与”向“我

要参与”、“要我建”向“我要建”转变。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3/1/16/art_50_198373.html

http://nrra.gov.cn/art/2023/1/16/art_50_198373.html


2．国家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引（试行）》《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引（试行）》

发布源：乡村振兴局

发布时间：2023-01-06

摘要：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乡村建设项目

库建设指引（试行）》《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引（试行）》，对建立乡村建设项目

库管理制度，实行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工作进行部署。《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引（试

行）》要求将乡村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相关建设项目纳

入项目库管理，按照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的程序确定入库项目，安排乡村建设项目

原则上从项目库中选择，以项目库建设为抓手强化乡村建设项目布局、项目统筹和项目

管理，统筹使用相关资金推动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引（试行）》要求

将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全部纳入清单管理，省、市、县三级每年编制发布乡村建设任务清

单，以乡村建设任务清单为抓手加强任务统筹，强化部门联动，落实建设责任，科学安

排建设时序，有序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实施。当前，各省（区、市）正按照有关要求，细

化省级乡村建设项目库和实行任务清单管理的程序要求，组织编制2023年乡村建设任

务清单，相关工作将在今年3月底前完成。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3/1/6/art_50_198294.html

【动态资讯】

1．国新办举行2022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农业部】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请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市场与信

息化司负责人刘涵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许健民介绍2022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情况，并答记者问。

链接:

http://www.moa.gov.cn/hd/zbft_news/2022nyncjjyxqk/

2．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网】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动力源泉，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

的重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1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

http://nrra.gov.cn/art/2023/1/6/art_50_198294.html
http://www.moa.gov.cn/hd/zbft_news/2022nyncjjyxqk/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我国数字经济。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印发的《数字乡村产业行动计划

(2022-2025年)》更是明确指出，要着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努力开创农业农村发展新

局面，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助推乡村产

业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与必然趋势，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

动共同富裕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数字经济体系

下，不仅可以运用新兴数字技术优化乡村产业结构、降低产业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还

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和供应链金融提高农村金融可得性，并借助电子商务畅通乡村产品销

售渠道，为乡村产业的振兴引入资金活水。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4331.html

3．铆足干劲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乡村振兴局】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农业强国具体怎么建设？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认真

总结今年“三农”工作，研究部署2023年“三农”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大局，系统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

工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农业强国的内涵特征是什么？接下来“三农”

工作怎么干？怎么让老乡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来看今天的节目。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战略全局，对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了系统阐

释，意义十分重大。

链接:

http://nrra.gov.cn/art/2022/12/29/art_624_198168.html

【文献速递】

1．建设农业强国：内涵、关键与路径

作者：黄祖辉；傅琳琳

文献源：知网,2023-01-18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

http://www.zgxczx.cn/content_54331.html
http://nrra.gov.cn/art/2022/12/29/art_624_198168.html


界大国，建设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

全基础的重要举措。强国农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是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能自主掌控农业

关键技术，既能守住国家农业安全底线、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食物

高水平、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大国

小农、人多地少、不同区域农业资源禀赋悬殊和集体公有制度的基本国情农情出发，走

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强国农业普遍特征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必须

把握好发展与安全、小农与现代农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农业强国须遵循的有效

路径包括：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和双层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

信息化协调发展；建构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农业统一大市场；发展强村富

民强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科教兴国带动农业强国战略。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wMWACQdSAByNbGMB1Q066

7.pdf

2．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兼论大农业、大安全、大食政

作者： 周立

文献源：知网,2023-01-18

摘要：中国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让

农业强起来，既要确保国家农业与食物安全，更要牢牢把握国家农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推动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为研究什么是农业强国、如何建成农

业强国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农业强国评价指标和主要类型的详细分析，可以明晰农业强

国的内涵，并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提炼“大农业”“大安全”“大食政”理

念，为建成农业强国找到中国路径。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B/Csgk0GPIDAqAfp_CABj6HV_s0ko109.pdf

3．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农业强国

作者：王亚华

文献源：知网,2023-01-18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我国新时代新征

程的“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农业强国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政策导向。农业

强国建设需要通过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来落实，并且对“五大振兴”提出内在要求。加快建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wMWACQdSAByNbGMB1Q066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wMWACQdSAByNbGMB1Q066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B/Csgk0GPIDAqAfp_CABj6HV_s0ko109.pdf


设农业强国，推进“五大振兴”，要立足国情农情，完善城乡人口互动体制机制和推进城

镇化进程，加强农业科技能力和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和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我国全球农业竞争力和影响力。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v6WAEq96ABiDgRQ2jEk156.pd

f

4．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作者：向红玲；张宜红；陈昭玖

文献源：知网,2023-01-17

摘要：[目的]通过系统论、分工深化等理论引导生态农业产业化，探索生产性服务在生

态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形成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生态效益最大化。

[方法]文章在梳理生态农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理清生态农业与乡村

振兴、生产性服务等概念内涵及相互关系，并以江西林下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为例，

探索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及三产融合实现方式。[结果]（1）生态

农业产业化需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结合，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展林下经济、复合

经营等多种生态模式；（2）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提供，注重生产性组织培育和支持；

（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践行生态农业认证机制和生态农业绿色清单制度，为实

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探索和江西现实依据。[结论]生态农业产业化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必

然选择，而生产性服务则是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B/Csgk0GPICw6ABOPhABAeAPsO-8s889.p

df

5．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作者：胡汉辉；申杰

文献源：知网,2023-01-10

摘要：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

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且全国市场统一

度每增加1单位，乡村振兴指数大约增加0.7423个单位；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助力

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乡村振兴分项检验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有效

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且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

最为突出，但对治理有效的影响尚未显现。机制分析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v6WAEq96ABiDgRQ2jEk156.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v6WAEq96ABiDgRQ2jEk156.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B/Csgk0GPICw6ABOPhABAeAPsO-8s889.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1B/Csgk0GPICw6ABOPhABAeAPsO-8s889.pdf


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促进乡村振兴。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49/Csgk0YgevnqAbGVpAAbwMnjbqSA853.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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