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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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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协调

发展。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通过加强农村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等

方面建设，推动农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

促进农村全面振兴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乡村振兴战略意义



课程主题 课程安排 课程特色

金秋五课内容及安排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主

题。

采用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相结合

的方式，邀请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和先进典

型代表授课。

突出实践性、创新性和互动性，注重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引导学员深入思考、积极交流。



主要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

参与者群体

通过参与金秋五课，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推动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提高推动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乡

村振兴事业取得更大成效。

期望目标

参与者群体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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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与振兴



    

农业现代化建设路径

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

加农民收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田灌溉、排水、道路等基础设

施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推进农业信息化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农业生产

提供精准化、智能化的服务，提高农

业生产决策的科学性。



挖掘乡村特色资源01

充分发掘乡村独特的自然、文化、历史等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

业品牌。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02

推动农业与加工、流通、旅游等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条和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创新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模式03

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探索“公司+农

户”、“互联网+农业”等新型发展模式。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策略



发展农民合作社
引导农民自愿组建或加入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购买和
农产品的统一销售，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

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鼓励发展农机服务、农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鼓励有技术、有资金、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
为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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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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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氛围

在乡村社区、学校等场所营造浓厚的生态文明氛围，让生态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

01

弘扬生态文明理念

积极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提高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02

普及环保知识

通过宣传册、讲座、培训等方式，向农民普及环保知识，引导

他们树立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传播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减量控害等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合理规划畜禽养殖区域布局，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加强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

治理农村生活污染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生
活污染治理水平。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措施



发展绿色产业

推广清洁能源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推动科技创新

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在乡村地区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

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

鼓励农民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

业，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森林、湿

地、水域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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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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