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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振兴战略引领新时代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路径研究

张晨
（英国萨里大学  甘肃兰州  73003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旨在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引领新

时代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深入分析农业现代化、乡村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农民能力提升及乡村社区建设等关键领域，为实现

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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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需

要。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农村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明

确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由重量扩张转向质量变革，由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文旨在研究乡村

振兴战略如何更好地引领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解决当前农业

农村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考。 

一、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分析 

（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及其与乡村振兴的互补性 

农业现代化并非对于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简单应用，而

是对农业生产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革新。其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其一，技术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采用先

进的农业技术，更多的是将农业生产从传统的、以人力和畜力

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

其二，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基于市场需求，优化农产品结构，

促进农、林、牧、渔各业间的均衡发展，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和经济效益。其三，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由小规模、

分散的方式转变为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式，同时加强

现代农业企业制度和管理机制的建设。其四，农村基础设施的

现代化。包括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农村公路、农村信息网络等，

为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基础支持。其五，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形成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金融服务体系、

农业保险制度等，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农业现代化与乡

村振兴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仅可以共同推进，而且在很多方

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在经济增长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

农业现代化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为

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撑；而乡村振兴则为农业现代化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在农民增收与乡村人才回

流方面，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其生活质量，而乡村

振兴为高学历或技能型的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他

们回乡创业、服务。在农产品品质提升与乡村品牌建设方面，

农业现代化不仅提高农产品的数量，更注重农产品的品质。高

品质的农产品为乡村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而推动乡村

旅游、乡村文化等多元化发展。在生态农业与乡村绿色发展方

面，农业现代化强调生态农业、循环农业，这与乡村振兴中的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共同促进乡村的可持

续发展。由此可见，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前提。 

（二）乡村振兴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

署之一，旨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农村经济、文化、社

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走向全面振兴。而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中

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乡村振兴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的关键作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乡

村振兴战略鼓励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这意味着可以集中资

源用于关键的农业研发、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从而更高效地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该进程有助于实现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与升级如现代化的水利设施、农村公路、农村信息

网络等。这为农业生产和运营提供了稳定的基础支撑，是农业

现代化的基石。其二，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多元化。乡村振兴不

仅仅关注农业生产，还鼓励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如农村

旅游、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文化传承等。与此同时，乡村振兴

战略为农村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助于，吸引城市中的农

村人才返回农村投资、创业，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多元化提供

了人才支持。其三，农业生态与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强调生态

文明建设，鼓励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的发展。这有助于构建和

谐的农业生态系统，确保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其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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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与管理机制的创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社会制度和管

理机制的创新，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合作社制度建设等，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路径 

（一）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

环。其具体建议与措施如下：其一，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农业科研机构建设，投资建设农业科研中心，吸引顶尖农

业科学家，鼓励基础和应用研究。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农业研究

机构的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育种体系，推动我国农业

技术升级。其二，技术推广与培训。建立完整的农技推广网络，

定期为农民组织技术培训班，教授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确保农民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农业技术信息。同时加大对农村

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鼓励农村青

年接受现代农业教育和培训，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持。

其三，产业链整合与升级。鼓励农业向上下游延伸，如深加工、

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加快农业产业集

群建设，集中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其四，数字

农业与智慧农村建设。建设农业大数据中心，收集、分析和应

用农业数据，推广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构建智慧农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为农业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二）乡村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乡村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是乡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增长、促进乡村人才回流、提高农民收入并

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乡村文化与旅

游业的融合发展，可从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其一，挖掘与保

护乡村文化遗产。对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工艺、民间艺术、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通过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修复老旧的建筑、寺庙、古树等。着力打造一批具有

特色和影响力的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并通过新媒体、旅游博览

会、电视节目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推广，从而形成地方特色的

旅游品牌。其二，开发乡村特色旅游产品。设计基于当地文化、

生态和农业的旅游路线，如古村落游、农耕体验游、手工艺体

验游等，并创设乡村民宿，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为游客提供

独特的住宿体验。其三，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建设和完善乡

村道路、交通、通信、卫生等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便捷与舒

适的旅游体验，提高服务水平，如提供多语种导游服务、提供

旅游信息咨询、优化旅游指引等，并举办乡村文化节、手工艺

大赛、农产品展览会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三）农民能力提升与乡村社区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能力提升与乡村社区建设是两个紧

密相连的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下，提升农民能力与乡

村社区建设应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其一，农民培训与教育。该

培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技能培训，组织农民参与农

业技术、生态农业、现代种植和养殖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

的农业生产能力；二是创业与经营培训，为有意愿从事乡村企

业或服务业的农民提供创业指导和经营管理培训；三是信息技

术培训，提高农民的数字化技能，帮助他们利用互联网和新技

术进行销售、宣传和管理。其二，乡村社区建设。其建设项目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道路、供水

供电、网络通讯、卫生和医疗等基础设施，提高乡村的宜居性。

二是公共空间建设，建立公共图书馆、文化中心、娱乐场所、

老年活动中心等，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三是环境保护与美化，

推广绿色发展理念，开展乡村清洁行动，鼓励乡村绿化和园林

建设。其三，乡村治理与参与。支持村民自治，鼓励村民参与

乡村事务的决策，并设立乡村建议与反馈渠道，及时收集和响

应村民的需求和建议，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增强乡村的

内生动力，为乡村创造一个美好、和谐、富饶的未来。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通过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实现乡村文化与旅游

业的融合发展，以及加强农民的能力培训与乡村社区建设，可

以有效地推动农业农村的持续、健康和绿色发展。为了实现乡

村振兴的长远目标，还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努力，加

大投入，完善政策，创新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能够真正落

到实处，为我国农业农村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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