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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1．全国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山东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6月5日，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在山东省烟台市召

开全国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建设现场推进会，总结交流利用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资金”）支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的经验做法，加快推进骨

干冷链物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建设，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要求各地用好衔接资

金，持续推进产地冷链物流发展，加快布局冷链物流重要节点，强化冷藏保鲜技术标准

研发推广，不断提高冷链物流效率。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6/t20240605_6456753.htm 

  

2．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截至5月27日17时，各地已收冬小麦6000多万亩，日机

收面积连续4天超过400万亩，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进度已近

两成，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河南进度约两成，安徽、江苏、陕西已开机。

今年“三夏”，全国各地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65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和

夏管机械化作业，其中联合收割机6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达到20万台以上，可以保

障“三夏”正常作业需求。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27_6456188.htm 

  

3．彩票公益金助力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通过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6/t20240605_6456753.htm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27_6456188.htm


老区探索具有老区特色的全面乡村振兴路径。2021-2023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64亿元，共支持136个革命老区县实施2245个

具体项目，其中特色产业类项目985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56个，有效推进了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乡村治理提升改

进，促进了红色文化和乡土文化有效传承，探索了具有革命老区特色的乡村振兴有效路

径，增强了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内生发展动力。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22_6455864.htm 

  

4．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召开视频会? 

部署严格品种管理强化种业市场监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召开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专项整治进展通报视频会，通报2022年8月启动专项整治以

来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紧盯种业振兴目标任务，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严

格品种审定、登记和保护管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全面净化种业市场，为助力大面积

单产提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有力的品种支撑。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16_6455541.htm 

  

5．农业农村部部署大豆药剂拌种促进单产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5月9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技中心在黑龙江省佳

木斯市召开大豆药剂拌种现场会，观摩佳木斯市大豆种子包衣、根瘤菌剂接种及大垄密

植耕作现场，交流大豆单产提升工作进展，安排布置今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近

年来我国大豆根腐病呈加重发生态势，抓好根腐病防控是促进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

键一环。要统筹抓好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三主”融合，强化播期药剂拌种，

预防苗期病虫害发生，因地制宜推广种子包衣、根瘤菌剂接种、大垄密植等控害增产措

施，促进大豆全苗壮苗和单产提升。 会议强调，各地要紧盯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

任务要求，狠抓病虫害防控，优化栽培管理措施，打好技术“组合拳”“连环招”，全面提

升大豆生产技术水平。一要防病治虫挖潜力。全面分析制约大豆产能提升的短板问题，

将种子包衣、根瘤菌剂接种和大垄密植等增产措施与现有技术结合，形成地方主推或主

导技术，持续挖掘增产潜力。二要提升技术促增产。通过建立示范区“做给农户看、领

着农户干”，展示大豆病虫防控和高产栽培技术，引领大面积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关键

技术的到位率、覆盖面，促进大豆单产提升。三要协作协同聚合力。各地要集中相关资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22_6455864.htm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16_6455541.htm


金、整合人员力量、强化科技支撑，确保大豆单产提升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链接: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09_6455082.htm 

  
【文献速递】 

1．农业产业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成效、机制与建议 

作者：李军；樊琴琴 

文献源：知网,2024-06-06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途径。我国农业产业化

发展大致经历了探索起步、示范推广、大力发展、创新提高四个阶段。目前农业产业化

助推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

显著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更加多元、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业产业业态不断丰富、

农业产业功能不断扩展、农村活力显著增强。但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也存在农业产业化

主体自身发展水平较低、农业产业化主体间发展水平不一、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需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使农业效率提升、价值增值、结构优化，促进农业变强。通过改

进乡村治理提升农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促进农村变美。通过健全利益分

配机制带动农民多渠道增收，促进农民变富。应加强培育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提高

产业带动能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确

保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r-aSACOo5AAs4fkCFhVM081.pdf 

  

2．农业强国视域下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异分析 

作者：蒋团标；何金盛 

文献源：知网,2024-06-05 

摘要：基于农业强国视角，采取协调度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数

字农业与乡村振兴时空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并对两者协调度进行峰值预测。结果表明：

我国数字农业与乡村振兴整体协调度较低，总体呈现东-中-西逐级递减的空间布局，中

部地区协调度与全国均值高度一致，东西部差距有缩小态势；两系统的协调度逐年上升，

预计在2049年达到峰值，与我国农业强国进程高度吻合；两系统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性

是多个驱动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技术创新呈显著影响；不同时

期驱动因子的作用强度不同，目前经济水平稳定是主导因子；显著因子交互效应主要表

现为双因子增强。据此，建议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协调度较高地区的辐射效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5/t20240509_6455082.htm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r-aSACOo5AAs4fkCFhVM081.pdf


应，加大教育、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提升地区经济水平，构建有机多样的策略组合以

促进区域农业农村的协调发展。 

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4t8J_Kk_A-Oq0Wew5BEf3UuGEVke_ZQ3q

IsmnAj8UnL3eiGkYgl7h208LeJwKAOKDqG5EMLmOOHgHr310RhxBvTV17z0cYeH8DpgAuhii

wWr-nx8O3gRuN4Z4Wxj8zAwjuHaXjtOK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3．山区乡村多功能发展与乡村聚落演变的耦合机理 

作者：赵雯欣；李阳兵；王清荣；邵景安 

文献源：知网,2024-05-30 

摘要：探究山区乡村功能多元化与乡村聚落演变的耦合关系，对山区乡村振兴和乡村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二者的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

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为研究区，定量探究了乡村功能多元

化与乡村聚落演变的耦合关系及驱动机制，进而提出了相关建议。结果表明：1）研究

区乡村功能多元化和乡村聚落演变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两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长，

失调乡镇数量减少，在空间上呈现“西低东高，南低北高”的发展态势。2）乡村功能多

元化与乡村聚落演变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永

安街道等中心城镇的郊区。3）基于功能多元化综合指数与聚落演变综合指数的增减关

系，该文将各乡镇归纳为活力型、衰退型、转型型和传统型4种耦合模式。4）人口密度、

人均GDP、人类活动强度等社会经济因素是主要驱动因子，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大部分

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该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可为其他地区进行相关研究以

及制定差异化的村落振兴方案提供参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r-_aAXzUdACGOLXS5Xe4286.pdf 

  

4．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乡村振兴文化基础的历史渊源与现实价值 

作者：李军；张晏齐 

文献源：知网,2024-05-30 

摘要：乡村振兴固本铸魂必须将乡村视为优秀的文化主体，以乡村传统文化作为实现乡

村振兴的文化基础。本文认为：第一，乡村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说明，乡村传统文化

早已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创新性和韧性，至今仍拥有旺盛

的生命力。第二，乡村传统文化主要载体包括农业古迹遗存、农业文化遗产、农书、农

谚、民俗文化、乡规民约等，这些载体在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精神传承、文化供给等方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4t8J_Kk_A-Oq0Wew5BEf3UuGEVke_ZQ3qIsmnAj8UnL3eiGkYgl7h208LeJwKAOKDqG5EMLmOOHgHr310RhxBvTV17z0cYeH8DpgAuhiiwWr-nx8O3gRuN4Z4Wxj8zAwjuHaXjtOK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4t8J_Kk_A-Oq0Wew5BEf3UuGEVke_ZQ3qIsmnAj8UnL3eiGkYgl7h208LeJwKAOKDqG5EMLmOOHgHr310RhxBvTV17z0cYeH8DpgAuhiiwWr-nx8O3gRuN4Z4Wxj8zAwjuHaXjtOK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4t8J_Kk_A-Oq0Wew5BEf3UuGEVke_ZQ3qIsmnAj8UnL3eiGkYgl7h208LeJwKAOKDqG5EMLmOOHgHr310RhxBvTV17z0cYeH8DpgAuhiiwWr-nx8O3gRuN4Z4Wxj8zAwjuHaXjtOK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r-_aAXzUdACGOLXS5Xe4286.pdf


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以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产生影

响，进而作用于个人追求、国家治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第三，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不仅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均具有重要意义，由其衍生的思想观念、经验智慧、话语体系、文化感召和制度

传统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10/42/Csgk0GZr-1iAGk5CABiOnga1gJU519.pdf 

  

5．文化何以兴村：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 

作者：王超；陈芷怡 

文献源：知网,2024-05-30 

摘要：乡村文化既是乡村发展的基础要素，也是引领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能。然而，

传统的文化兴村模式依赖的单一化路径往往容易陷入文化融入的在地化困境，强调优势

互补的复合型路径也因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而在实践中受到质疑。本文基于对乡村在地文

化的“结构-功能”分析，以苏北马庄村的文化兴村史为考察对象，探究乡村在地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研究认为，文化兴村是在地文化资本的培育创新与价值转化过

程，隐含着在地文化从“对象”到“工具”的角色转变。这一过程包含两个前后衔接的逻辑：

一是结构聚合逻辑，即松散的在地文化通过结构性嵌入与整合来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

打造乡村文化空间、重塑乡村文化秩序，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二是功能共振逻辑，即以

在地文化资本为纽带，深度连接与赋能乡村人才、产业、组织、生态等治理要素，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本文的主要价值在于从文化资本视角在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之间建立理

论联结，提炼根植于中国文化兴村实践中的共同缔造模式，为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

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链接: 

http://agri.nais.net.cn/file1/M00/03/6F/Csgk0WZr-uWAenV3ACHpWY9sUC87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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