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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两会动态 

1.政府工作报告：建设数字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 

3 月 5 日，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

作任务时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

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

果。李强强调，一是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二是

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三是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 

（信息来源：新华社） 

2.关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月 5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审查《关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提出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

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经验为引领，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

的实事，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

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报告》还提出 4 项具体任务，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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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三是提升乡村发展建设治理水平。 

（信息来源：新华社） 

二、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1.刘宏志：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激发乡村振兴“数智力

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刘宏志提出了关于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激发乡村振兴

“数智力量”的建议，强调发挥信息通信技术的赋能作用对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意义重大。刘宏志提出，一是推进数字乡

村基础设施升级，筑牢乡村振兴网络基础；二是推进数字乡

村平台载体升级，构建服务“三农”数字生态；三是推进数

字乡村生产方式升级，促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四是推进数

字乡村生活方式升级，满足美好数字生活需要；五是推进数

字乡村治理方式升级，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信息来源：新华社） 

2.郭进考：选育小麦“优等生”，让每一寸土地生产更多

粮食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提出了关于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融合发展的建

议，强调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让每一寸土地

生产更多粮食。郭进考建议，一是建立四新模式展示基地，

改变传统农技推广模式，把室内讲搬到田间讲，让老百姓亲

自选品种、亲自看技术；二是政府有组织地建基地，以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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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四两拨千斤，加速新品种的推广速度；三是推动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融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落地，让

每一寸土地生产更多粮食。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 

3.王连增：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华裕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增提出了关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强调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

快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王连增建议，一是加大对农牧业科技创新投入，

建立健全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机制，加快农牧业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积极培育壮大新型

农牧业经营主体；三是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农牧

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农牧业科创提供人才支撑；四是进

一步完善农业支持政策。 
（信息来源：新华社） 

4.耿福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培育“三农”新

质生产力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提出了关于打

造“三农”新质生产力，为农村发展注入强大活力的建议，

强调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为农民创造更多增收渠道。耿福能建议，一是

培育新技术、新模式，使用优质和新型生产要素，以数智化

催生乡村未来新产业；二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着力增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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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性技术储备，加强培育农业数智软硬件设施研制与应用；

三是提升农业生产者数智技能，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塑造

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激发乡村振兴主体的创新活力。 
（信息来源：光明网） 

5.薛志龙：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十八台镇黄旗滩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薛志龙提出关于高质量推进乡村数

字化转型加快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议。薛志龙建议，一

是加快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增强村民，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使

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二是不断优化积分管理体系，强化积

分制管理的可持续性；三是进一步完善基层干部培训机制，

有效提升数字化时代基层干部领导力；四是深化数字改革，

加速基层治理迭代升级。 

（信息来源：检察日报） 

6.钟军：以“数据要素×”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钟

军提出了关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的建议。钟军建议，一是让数据“能汇聚”，以“全国一盘

棋、上下一体化”模式，打通数据孤岛，横纵向全面打通涉

农数字平台，为数字乡村奠定高质量数据基础；二是让数据

“能流动”，完善数据确权、评估、定价制度，推动数据汇聚

共享，服务全国性统一农业市场打造；三是让数据“能变现”，

以数据应用场景创新，加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三农”

帮扶政策更加精准落地；四是让数据“能减碳”，统筹全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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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布局，适度向传统农业地区倾斜；五是让数据“能管

好”，建立完善“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并向乡镇延伸；结合

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有条件的行政村建立“特派数据官”。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 

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1.杨士海：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插上“数字

翅膀”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杨士海提交

了关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提案，强调要加快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充分发挥信息通信技术的赋能作用。杨士海建议，一

是城乡统筹，夯实数字乡村建设基础；二是大力推进乡村生

产经营数字化；三是加快建设数字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四是

要加强资源整合，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五是加强物流匹

配，助推农村电商快速发展。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报） 

2.李凡荣：为农业插上数字的“翅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化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提出

发展数字农业，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的配套工程，也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

手段。李凡荣建议，大力支持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

农业基础数据共享机制，完善数字农业产学研合作机制，强

化数字农业人才梯队建设，多措并举推动我国数字农业高质

量发展。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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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爱辉：扎实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延边畜牧开发集团董事长吕爱辉提交了

关于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强调加强畜牧业的科学

化管理，提高畜牧业的市场竞争力。吕爱辉建议，要加强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在畜

牧业的应用，提高圈舍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

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加快畜牧业信息资源整合，推

进畜禽养殖档案电子化，实现全产业链信息化闭环管理。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网） 

4.张文明：以数字技术为基层减负，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提交了关于以数字

技术为基层减负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强调推进“数字执政”

“数字生产”“数字治理”等管理方式创新，以数字技术破解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治理困境。张文明建议，一

是以数字化的方式监督各级条块部门工作任务分派和精细

化展示基层工作内容；二是进一步明确基层在乡村振兴工作

中的具体任务；三是以数字化方式推动国家的政策文件传达，

让中南海和省政府与农民直接连接，去除中间“传达和反馈”

环节；四是推动建立“数字枫桥模式”“数字邻里”“数字图

书馆”“数字乡村大礼堂”等方式，让在地农民以及离土不离

乡的农民实现平台自主互动，化解乡村矛盾，促进乡村文化

交流等。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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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珺：聚焦人才技能培训，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

力 

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校长马珺提交了关于实

施有针对性的培训，完善脱贫地区人口就业增收机制的提案，

强调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马珺建议，一是将脱贫地区与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有培训职能的机构相结合，摸清脱贫地区人口的

就业去向，然后根据脱贫人口的培训需求，结合脱贫群众就

业方向，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二是发挥不同年龄、

性别脱贫人口的特点，开展“小而精”的靶向技能培训，提

升技能储备、培训、就业的匹配度；三是推行“互联网+就业”

模式，构建就业转移服务平台，从而提升脱贫地区劳务输出

组织化程度。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网） 

6.郭蓉：推动文化艺术进村，为乡村振兴赋能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郭蓉提

出进一步推动文化艺术进村，为乡村振兴赋能。郭蓉建议，

一是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用

好现有存量资源，建立农耕文明的虚拟平台和资源库；二是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农业遗产、传统技艺、

手工绝活、特色美食等进行数字化影像记录、复原和保存。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网） 

7.韦维：数字教育赋能乡村养老 

全国政协常委、贵州师范学院院长韦维提交了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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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数字教育应对乡村老龄化问题的提案。韦维建议，一是

建立政府统筹、企事业单位和公益组织等共同参与的资源

供给体系，确保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完善基于公益性的监

管制度，严禁利用学习平台推销产品；二是推动数字技术

的教育“适老化与便捷化”改造，完善远程学习支持系统

建设，开发兼具“普适性与差异性”的优质数字教育资

源，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三是遵循“能者为

师”的学习服务队伍建设原则，建设一支乡村“能人”教

师队伍，针对老人学习需求，提供线上和线下学习指导服

务。 
（信息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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