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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第十四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在京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9月3日，第十四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在京召开，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马有祥指出，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农业贸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

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积极推动粮农领域国际合作和农业贸易发展，为

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有祥强调，当前全球粮食安

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极端天气频发、贸易政策

不稳定、农业资源保护利用不足、粮油能源化和资本投机炒作等带来严峻挑战。各国应

加强贸易政策对话协商、农业领域开放融通、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和农业发展援助合作，

助力早日实现联合国零饥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会前，马有祥会见了出席会议的世界

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波冈。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09/t20230903_6435680.htm

2．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农垦“两大行动”推进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本网讯 8月30—31日，农业农村部在黑龙江省建三江

召开全国农垦“两大行动”推进会，部署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和“农

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新时

代新征程，农垦要拓展新使命，展现新作为，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根本，着力提升粮

食和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示范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农业社会化

服务带动地方能力。 会议强调，实施“两大行动”，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全局，问题

导向、技术集成，市场导向、政府支持，联农带农、利益共享等原则，聚力打样板、强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09/t20230903_6435680.htm


科技、夯基础、拓服务、创模式等推进路径，为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做贡献。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工作体系，构建“政府

统筹协调、职能部门组织指导、农垦与地方联合实施、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两大行动”

推进格局，强化科技支撑，深化农垦改革，创新垦地合作和垦垦合作机制，协力推动“两

大行动”落地见效。会议代表参观了黑龙江省农垦社会化服务示范点和北大荒集团现代

农业生产现场。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以及有关农垦集团、农垦联

盟负责人参加会议。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08/t20230831_6435593.htm

3．司法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获悉，司法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日前

联合发布通知，就充分发挥司法行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在服务乡村振

兴中的职能作用，推进“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常态化、长效化作出部署安排。据悉，

自2021年5月“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在全国开展以来，司法行政系统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加强与农业农村等部门协作，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成

效。两部门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

育基地建设，充分发挥乡村“法律明白人”作用等。在公共法律服务方面，要深入推进覆

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建设，推动司法所与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一体

规划、一体建设、资源共享，推动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与村（居）法律顾问

工作有效衔接，全面提升“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和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服务乡村

群众能力。大力推进乡村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开展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充

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此外，要全面提升乡村法律援助质

效，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络点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活动和“薪暖农

民工”服务行动。持续推进乡村法律服务多元化发展，推动村（居）法律顾问从有形覆

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深化律师调解工作，继续拓展公证服务乡村振兴业务领域，积极为

涉农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退化等引发的环境资源案件提供优质司法鉴定

服务。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对本地区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的指导，

主动与有关部门对接，结合实际，不断优化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加强工作保障、

丰富活动载体、增强服务供给，确保活动取得成效。

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9/content_6901490.htm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08/t20230831_6435593.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9/content_6901490.htm


【文献速递】

1．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献源：知网,2023-09-04

摘要：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首先要

调整种植业生产结构，加大力度发展渔牧产业；其次，要跟随市场脚步，用政策促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最后，要注重优化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在乡村振

兴背景下，国家非常重视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对接，健全衔接机制，能

够助力农村特色经济发展。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QxmADT5lABbPWIp5tBk835.

pdf

2．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振兴的价值追求、现实困境与制度建设路径

文献源：知网,2023-09-04

摘要：乡村生态旅游作为农村产业的新形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当前乡

村生态旅游产业面临生态资源开发困难、旅游同质化现象严重，农民组织分散、人才资

源匮乏，土地权属分散、难以整体利用等问题。在社会整体向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完

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有效整合生态旅游资源、推动建立生态产业三级市场，

实现农村再组织、吸引人才集聚，顺应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可以有效促进乡村

生态旅游产业振兴。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jsmAR4qFAAPRsV0aPdw091.

pdf

3．农业产业链“链长制”的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政策建议

文献源：知网,2023-09-01

摘要：农业产业链涉及农业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研发、品牌、体验、消费

等全环节，受季节、环境影响尤为突出，在建链、强链、补链、延链等方面格外重要。

文章梳理了产业链“链长制”的形成背景和理论逻辑，认为在我国产业迈向创新突破的新

阶段，“链长制”是适应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产业链“链长制”能够促进市场主体与

政府形成合力，从制度上保障市场主体之间的合理互动关系；阐述了农业产业链“链长

制”的运行机制，并提出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完善“链长制”工作机制、注重产业链

前导规划引领、数字赋能农业产业链发展、强化农业产业链延伸、做好产业链跟踪服务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QxmADT5lABbPWIp5tBk835.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QxmADT5lABbPWIp5tBk835.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jsmAR4qFAAPRsV0aPdw091.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jsmAR4qFAAPRsV0aPdw091.pdf


工作等政策建议。助力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全、安全可控制、创新能力强、绿色底色足、

带农惠农好的农业全产业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基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QfiAOkP-AA3U0xkfr8E191.pdf

4．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转型与路径优化

文献源：知网,2023-09-01

摘要：后税费时代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出现了转型趋势：在选培环节，

引领发展的能人型带头人成为重点的选培对象；在管理环节，带头人的职业化已逐步成

为趋势；在监督环节，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渠道实现了制

度化。带头人队伍建设的转型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纯洁性，

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个别地区在部分建设环节上存在一些不平衡

性。为了高质量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尊重人民的选择，着眼实际强化带头人队伍选培的开放性；立足人民的需求，在带头人

队伍管理中充分践行群众路线；围绕人民的认可，加强对带头人队伍的关爱与支持。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jFyAJJb-AAt2pCEQdqA551.p

df

5．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三重逻辑、重点维度与支撑体系

文献源：知网,2023-09-01

摘要：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关系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首先，文章学理化探讨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其次，文章重点分析了其有效衔接的两大重点维度——产业衔接

和人才衔接。在产业衔接方面：一是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依托当地

优势资源，选育恰当产业、引育龙头企业；二是激发内生动力、培育“造血”能力，促进

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三是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

效。在人才衔接方面：一是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培养本土人才；二是打通乡贤回归通道，

吸纳外部人才；三是扩大人才选派规模，推动科技人才下沉；四是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

促进人才双向交流。最后，文章提出了构建其支撑保障衔接体系：在观念衔接方面，站

在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有效衔接，树立精准、主动的衔接理念；在主体责任衔接方面，

做好主体、政策、考核及社会力量的衔接；在重点空间衔接方面，瞄准重点区域、重点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QfiAOkP-AA3U0xkfr8E191.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jFyAJJb-AAt2pCEQdqA551.pdf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jFyAJJb-AAt2pCEQdqA551.pdf


县、重点村，推进中国农村“欠发达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保障

体系衔接方面，做好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的衔接。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P12AUvaTABG6vDkKe2U056.

pdf

6．乡村非遗数字化创新的主客价值协同路径：共振-共创-共生

文献源：知网,2023-09-01

摘要：乡村非遗数字化传承与创新依托丰富的乡村实践，并结合数字技术赋能，正成为

乡村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动能。乡村是建设未来的地方，而数字技术是推动未来发展的

引擎。前沿科技带来网络直播、数字藏品、数字博物馆、动漫及游戏等新形式，为本土

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契机。非遗数字化创新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

非遗资源的新载体展示、新媒介传播和新业态活化，使其从无形形态转变为可共享、可

再生的有形数字形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兼具故事感与未来感非遗文化产品的新体验

需求。乡村非遗数字化创新还有助于培育乡村新兴业态，丰富乡村居民文化生活、激发

乡村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30/Csgk0GT1ijaANqZzAAqjVa4tiLo545.pdf

7．人才赋能乡村非遗：价值、困境及路径

文献源：知网,2023-09-01

摘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73%的非遗项目保留在乡村，((2))而人才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

因此，加强乡村非遗传承发展，以人才资本活化乡村非遗的保护和利用，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5E/Csgk0YlMPAKACbU0AAhwJTfwpgk20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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