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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商务部等16部门关于印发《2023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发布源：国家乡村振兴局

发布时间：2023-07-13

摘要：7月13日，商务部等16部门印发《2023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方案提出，

开展供需对接活动支持就业。引导各地组织信誉良好、运作规范的家政企业，把握节假

日、农闲等时间节点，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县（乡、镇）举办现场宣讲会、见面会、招

聘会等供需对接活动，重点做好就业政策、企业品牌、人才需求、岗位前景、服务流程、

工作生活场景等内容的宣传、讲解，吸纳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当地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

入人口从事家政服务。

链接:

https://nrra.gov.cn/2023/07/13/ARTI9HZKmflke7i6zIJArGyF230713.shtml

【动态资讯】

1．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六家单位共同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14日在京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残联、全国工商联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会议，进一步凝聚力量，合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14

日表示，要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把促

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不断缩

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

一层楼，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https://nrra.gov.cn/2023/07/13/ARTI9HZKmflke7i6zIJArGyF230713.shtml


国提供有力支撑。

链接:

https://nrra.gov.cn/2023/07/15/ARTIOTCFl8cV4vckaYWhbRdc230715.shtml

2．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与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工作对接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11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与自治区政府对接会在拉萨召

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主持，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刘焕鑫讲话。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汇报我区关于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推进情况。刘焕鑫对我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给予肯定，指出，西藏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考核发现问题

整改工作，站位很高、态度坚决，整改工作措施实、力度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他希

望西藏继续做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工作，聚焦问题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完善

机制抓整改，切实做到问题整改要到位、长效机制要健全，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要持续抓好责任落实、持续推动脱贫人口增收、持续加强基层基础、持续抓好

政策落实、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他表示，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持续加大对西

藏的支持力度，积极协调各方面资源，推动西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

面振兴见实效。严金海在主持时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压紧压实“五级责任”，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坚

定不移、持之以恒抓好各项衔接政策的落实，坚决守好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确保

把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的特殊关怀落实到位，惠及各族群众。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

责任抓整改、紧盯不放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推动“三农”工作全

面提质增效。要坚持统筹兼顾，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挥

好防返贫监测预警平台作用，“一户一档”“一户一策”高质量帮扶，强化产业扶持和就业

服务，落实好领导班子“点对点”包保乡村示范点的工作机制，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建

设高原和美乡村，引导各族群众更加自发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用勤劳奋斗创

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链接:

https://nrra.gov.cn/2023/07/12/ARTIA5dV4lbSXSUsghZbtJzx230712.shtml

3．李金祥会见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卡利贝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7月11日，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官）李金祥在

京会见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卡利贝塔，就加强中非农业合作进行交流。李金祥表示，

https://nrra.gov.cn/2023/07/15/ARTIOTCFl8cV4vckaYWhbRdc230715.shtml
https://nrra.gov.cn/2023/07/12/ARTIA5dV4lbSXSUsghZbtJzx230712.shtml


近年来，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充分发挥影响力大、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双方开展农业政

策交流和经贸往来，助力中非农业合作务实发展。中方愿与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继续深化

交流，共同制定重点合作项目清单，续签合作谅解备忘录。卡利贝塔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对非洲农业发展的支持，愿与中方加强在农业科技、农产品贸易、气候变化应对和能力

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就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大食物观交换了意见。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07/t20230712_6431986.htm

4．专访刘焕鑫：推动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网】脱贫地区群众和脱贫人口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

能力不断增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hellip;&hellip;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下一步，有关

部门将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链接: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0811.html

【文献速递】

1．基于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其驱动因素

作者：刘惠良；肖华茂；刘红峰

文献源：知网,2023-07-17

摘要：【目的】研究并构建绿色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研判基

于绿色视域的乡村振兴发展趋势，探索其演化规律和驱动因素，为乡村振兴路径优化提

供理论依据。【方法】以生态文明与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为切入点，构筑农业绿色发展为

基础的乡村振兴水平综合性、整体性、动态性测度指标体系，体系包括5大子系统（即

乡村振兴5个主旨内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3

个评价维度，34个测度指标。采用熵权与灰色关联法进行实证研究，测度出我国新时

代农业绿色发展要求下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接续在13个评价维

度中遴选出与“绿色”“发展”两大主题相关的6个驱动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结果】我

国乡村振兴水平整体较低，乡村振兴水平地区间差异显著，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自

2013—2021年以来呈稳定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上升速率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从驱动

因素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农业大省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绿色生产水平、乡村公

共服务水平普遍较低，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从业人员收入较低，乡村生态保护能力有较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07/t20230712_6431986.htm
http://www.zgxczx.cn/content_60811.html


大的提升空间。【结论】据此提出激活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驱动因素、制订农

业绿色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差异化发展策略、构筑绿色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监

测体系与预警机制，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C/Csgk0YkMtd2ABc-6ABjg-_jdkWc300.pdf

2．企业关联网络视角下城乡关系特征与演变——以渭南市为例

作者：张江曼；董欣；郑晓伟

文献源：知网,2023-07-17

摘要：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以城乡关系中的“要素流动”与“弱关联优势”假设理论为指导,

以城乡企业总部分支模型和结构洞模型为方法支撑,分析2010—2020年间渭南市城乡

关系网络化发展的总体特征与规律,总结在企业关联网络影响下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与

模式,旨在为实现未来渭南市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路径与建议。结果表明:(1)在

城乡间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下,渭南市城乡关系已经呈现出一定的网络化发展趋势,并且

网络规模不断扩张;(2)城乡网络子群间结构洞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最大网络子群包含的

节点数量逐渐增多,城乡融合的区域范围更广,但渭南市中心城区作为控制所有网络子群

间结构洞的核心节点地位未发生改变;(3)从网络有效规模和网络制约度两方面比较分析

所有网络节点对网络中结构洞的控制能力,将渭南市城乡关系总结为成熟型、发展型和

起步型城乡网络关系3种类型。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E/Csgk0GS2ATOAFWl6ABGq3ksGCIU457.p

df

3．中国式现代化场阈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研究

作者：杨佩卿

文献源：知网,2023-07-14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

族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目标相容、路径相通。新型城镇化是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型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大逻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正发挥着无可

取代的战略性关键作用，数字经济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和重大引擎。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迈上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C/Csgk0YkMtd2ABc-6ABjg-_jdkWc300.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E/Csgk0GS2ATOAFWl6ABGq3ksGCIU457.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E/Csgk0GS2ATOAFWl6ABGq3ksGCIU457.pdf


高质量发展新台阶的内在机理。数字经济助推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城乡消费、推动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助力基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选择。新时代新阶段，要以强化城镇数字基座类新基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壮大、

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数字化赋能推进乡村振兴、数字化引领绿色低碳发展、

提升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智慧化水平、优化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C/Csgk0YkMsoGAYKSDABnI6U8NujQ236.p

df

4．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富新梅

文献源：知网,2023-07-13

摘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亦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能更好助力传统农业现代

化、农民职业化、乡村治理智慧化和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的着力点应集

中在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乡村治理、农业信息集成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环节。

当前，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农村产业数字化进程稳步推进，

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生活和乡土文化数字化转型势头良好，农业绿色生

产数字监管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此过程中，区域、代际层面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农村产业数字化内部发展不平衡，乡土文化数字化开发特色性不足，乡村治理的技术逻

辑和乡土逻辑存在冲突。为此，分析总结英国、日本和以色列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

发展方面经验，提出我国应从政策适宜性、解决区域和代际数字鸿沟、拓宽数字技术赋

能农村产业广度、强化数字乡村治理协同性等方面提升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E/Csgk0GS1ODGAAZgpAB0bz9WrA9M094.

pdf

5．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探讨

作者：鲁圣鹏；廖岚；孙雨昕；李雪芹

文献源：知网,2023-07-11

摘要：基于相关文献与专家咨询，从外部环境与行为主体两方面，识别推进逆城镇化发

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DEMATEL-ISM集成方法，分析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C/Csgk0YkMsoGAYKSDABnI6U8NujQ236.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C/Csgk0YkMsoGAYKSDABnI6U8NujQ236.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E/Csgk0GS1ODGAAZgpAB0bz9WrA9M094.pdf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10/2E/Csgk0GS1ODGAAZgpAB0bz9WrA9M094.pdf


构建影响因素层次结构模型，以探析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

结果表明，农村经济发展激励、土地和人才等政策因素，是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引擎”；

农村多业态发展、交通与物流体系的便捷等因素，也是影响逆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当前主要作用路径表现为：经济发展激励政策&rarr;交通便捷&rarr;农村多业态发展&rarr;

商业机会&rarr;农村多业态发展&rarr;农村物流网络完善&rarr;城乡产业结构调整。

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3/5C/Csgk0YkLwyOAQpuIAAwXePPz8PY55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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