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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上午，第七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河南兰考
开启。在全国各地，“丰收民歌”相
继唱响。微风拂过广袤无垠的田
野，稻浪轻摆，瓜果飘香，田间地头
洋溢着丰收的味道。

大地欢歌喜丰收

农民登台唱响丰收赞歌，乡村
工匠展现精湛技艺，智慧农机“大展
拳脚”，民俗非遗表演精彩纷呈……
在河南兰考，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全国主场活动上，来自全国多地的
农民代表、“三农”工作者和干部群
众共享丰收喜悦。

今年丰收节以“学用‘千万工
程’ 礼赞丰收中国”为主题，发布
了多项惠农助农政策措施，并举办

“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行动、乡村
特色美食品鉴推广、农民丰收故事
会、村歌大赛、乡村电影周等活动。

在兰考县仪封镇的一片高标准
农田，红薯正茁壮成长。“我们这里
是沙土地，种出来的蜜薯很甜。”种
植大户张聚群边说边点开手机，土
壤墒情、苗情、虫情、气象等信息一
目了然。“田间的气象装置和监测设
备等收集到的数据，会传输到县里
的智慧农业服务中心，经过大数据
分析和专家评估，把实用信息发送
给农户参考。”兰考县智慧农业服务
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经过各地共同努力，今年我国夏
粮获得了丰收，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棉油糖、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等供
给充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累计建成10亿多亩高标准农
田，农业防灾抗灾能力显著提升。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除双
季晚稻外，大部分秋粮作物进入成
熟收获期。玉米、大豆、中晚稻等作
物长势总体正常偏好，全国秋粮有
望再获丰收。

产业兴旺促增收

在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现场，
多个展销摊位人气很旺。鸡蛋刀削
面、信阳毛尖、各种瓜果……天南海
北的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家品
尝、购买。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广大农民
朋友盼望着丰收、增收。

近日，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组

织电商平台等经营主体围绕国产大
豆及豆制品、牛奶及乳制品、牛肉等
开展了助农直播、发布了系列惠农
举措。一批品牌农产品登陆电商平
台展销促销。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
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
上党村，漫山遍野的锥栗树硕果累
累。为了扩大销路，连日来，村里的
党员干部帮助村民联系客户。“我种
了20亩锥栗，今年预计收入能达到
5万元。”种植大户王万明高兴地对
记者说。

智能化食用菌基地里，朵朵银
耳散发阵阵清香；智慧茶园内，茶
树生长环境、病虫害情况可以通过
智慧监测系统一目了然……记者在
下党乡采访发现，村村有特产，食
用菌、油茶、高山果蔬等特色农业

“多点开花”，村民钱袋子日益鼓
起来。

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做好
“土特产”文章，加强农业品牌打造，
发展乡村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
展农民就业渠道、增收途径。今年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72元，实际增长6.6%；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达到了3274万人。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
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下一步
将采取措施做大做强农业品牌，促
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让农民群
众切实得实惠。

和美乡村焕新颜

在河北，丰收市集人头攒动，乡
村旅游让人放松身心；在山西，威
风锣鼓、上党八音会奏响丰收乐
章；在江苏，“新农人”代表分享创
新创业经验，讲述乡村振兴故事
……全国各地举办的丰收节庆祝活
动，展现出各美其美的乡村新气
象、新活力。

放眼广袤的田野，各地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各具特
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洎
水新城社区，是采煤沉陷区村民集
中安置组建的农村社区。现在生活
的突出变化是办事更方便了。这里
有便民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活
动室、卫生站，还提供上门代办、网

上代办等服务。
“办事窗口 2名党员服务人员为

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士上门代缴水电
费、医保费、帮助联系维修，每天都有
村民受益。”洎水新城社区党总支书
记吉志良说，社区还建设了“共享菜
园”，村民们可以种菜，互相协作，邻
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今年以来，晋城市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不
仅让一个个村庄环境更加干净秀美，
也让农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在全国，各地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5%左
右，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
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90%，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和谐稳定、
农民幸福安康，是丰收中国的美好画
卷，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和祝
愿。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地正共同努
力，扎实奋斗，推动把乡村全面振兴
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记者黄韬铭、
唐诗凝、董建国、许雄）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岁稔年丰庆收获
——各地举办丰收节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综述

新华社记者

这是9月22日，在活动现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给观众分享喜馍。 （新华社发）

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陆
续开始了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农忙，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丰 收 的 喜 悦

▲这是 9 月 22 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农民张令朋高兴地展示收获
的谷穗。 （新华社发）

▲这是 9 月 22 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泉河头镇西孝义村农民在果园采
摘葡萄。 （新华社发）

▲这是 9 月 22 日，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万盈镇万丰绿茵现代农业园区，
农民在采收向日葵。 （新华社发）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
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
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
到实惠。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八个字说到了农民心坎
里。中国农民丰收节，已成为亿万农民群众喜爱的新
节日。各地因地制宜、节俭热烈地展现五谷丰登、六畜
兴旺场景，农民的节日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丰收
季”。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来自农业增效益。新形势下深
化农村改革，主线仍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
是农民的命根子，须臾难离。当前农民群众关心的是扎
实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
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法要求，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给农民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也给农
业增效益打下坚实基础。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来自农民增收入。各地大力培
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支持农民外出务工、加快三产融
合发展，广辟增收门路，多措并举让农民有活干、有钱
赚。让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农业科
技是利器。藏粮于技能让农业激发新产能，也让农民不
断拓宽致富路。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来自农村增活力。绘就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新画卷，需要积累点滴之功，不断繁荣发展
乡村文化，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平安乡村。农
村的活力也来自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
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
成为更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农者，天下之本。丰收节里话重农强农惠农富农，就
是要保持重农强农的基调不变、惠农富农的力度不减，
切实增加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感，让“丰收季”成为

“欢乐季”。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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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9 月 22 日，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朝阳乡木鱼村，驻村工作
队员和村民在晾晒收获的玉米。 （新华社发）

※镜观中国

9月 22日，秋分，我国迎来第七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饶的国土，收获的人民！昼
夜平分，秋高气爽；稻谷飘香、蟹肥
菊黄。田垄间，稻香菜鲜；山林中，
禽欢果美；草原上，牛壮羊肥；江海
里，鱼游虾跃，到处都是金秋丰收的
甘美气息。

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
最大的国情。“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大食物观的基础是粮
食。今年，我们克服较为严重的自
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实现夏粮增
产、早稻稳产，全年粮食有望再获
丰收。

全国夏粮喜获丰收，增产 72.5
亿斤，达 2995.6 亿斤，再创历史新
高；早稻总产量 563.5 亿斤，连续 4
年在560亿斤以上。截至8月底，全
国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夏
粮超6000万吨，同比增加400万吨
左右。秋粮面积比上年稳中有增，
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正常，夺取丰
收有基础有条件。

全国粮食生产呈现新气象。南
方“鱼米之乡”流失优质耕地复耕，

“北粮南运”加剧局面被遏制，粮食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担子
一起扛”，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亏，
努力让农民满意、农村得利、农业受
益，大国粮仓稳根基。

一蔬一饭，一餐一饮，蕴藏着14
亿多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从“吃得
饱”到“吃得健康”，践行大食物观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端稳“中国
饭碗”有信心、底气更足。

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
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
色粮仓”——

绿水青山，“丰”光无限。山水
林田湖草沙，因用心呵护而美丽，因
汗水浇灌而丰盈。解决吃饭问题，
不只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
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
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
等样样都是美食。

森林“四库”在丰收。
森林既是水库、钱库、粮库，也

是碳库。最新统计显示，2023年全
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达 9.28 万亿元，
实现以经济林为主的“森林食物”产
量2.26亿吨，其中，油茶、核桃、油橄
榄等木本油料950.1万吨。

草原在丰收。
对牧民来说，牧草丰收，越冬无

忧，牲畜夏季长膘、秋季满膘，有了
丰富资源。打贮草期的内蒙古大草

原，打草机械与牧民们身影交织，形
成一幅草原秋收图。我国草原面积位
居全球第一位，全国天然草原面积
39.68亿亩。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
合，大食物观下，种草也是种粮。据
有关部门统计，若对北方2亿亩退化
天然草地进行补播改良，在6亿亩重
度沙化盐碱化草地建立高产人工草
地，每年可增加4000万吨饲草供应，
相当于节约850万吨饲料粮。

大海也在丰收。
经过 4个半月伏季休渔，9月 20

日东海全面开渔。宁波奉化区莼湖
街道桐照码头，上午 8 时许，汽笛长
鸣、彩烟齐放，近千艘渔船扬帆起
航，奔向碧波万顷的大海。每年夏
季，我国多个海域都有 2至 3月不等
的休渔期。浙江的梭子蟹、海南的
扇贝、辽宁的鲍鱼……9 月起，各地
纷纷传来了海产丰收的捷报，耕海
牧 渔 ，漫 长 等 待 与 护 渔 ，不 会 被
辜负。

“藏粮于技”，这是科技的丰收。
50公斤重的南瓜，3米多高的芝

麻，长约1米的葫芦……金秋时节，山
东菏泽的航天育种基地内硕果累累。
泥土中的一粒粒种子，紧连着载人飞
船、返回式卫星、空间实验室、空间站
等“国之重器”。具备微重力、弱地
磁、强辐射、高真空、极洁净、超低温
等极端条件的太空“超级实验室”育
种，提高了产量、提升了质量，在各地
大规模种植推 广 ，饱 满 了 农 民 钱
袋子。

在山东，最新的全潜式深远海
三文鱼养殖集群式网箱——山东财
金“海上粮仓壹号”，年产三文鱼可
达 1000 吨；在广东，新建成重力式
深水网箱、自升式桁架类网箱，发
展海水种业，挖掘深远海养殖潜力
品种……水产业为我国城乡居民提
供了 30%的优质动物蛋白，百姓餐
桌水产品 77%来自水产养殖。特别
是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彰显了远海
养殖的科技含金量。“丰”景来之
不易。

从南方到北方，从陆地到海洋，
处处洋溢着大食物观实践的激情，
让大国粮仓更丰盈，人民 生活 更
幸福。

一年四季，春种秋收。在同自然
灾害的顽强拼博中，历史悠久的农耕
文明不断展现魅力和风采。赓续农耕
文明，我们都是播种者、耕耘者、收获
者。中国农民丰收节属于中国农民，
属于所有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陆 海 空 天 ，丰 收 同 庆 ！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上接第一版）对农牧民群众来说是
一件大事，今年我们村种植了优质的
种子，收成也非常好，非常感谢党的
好政策。”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党支
部书记普布次仁说。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力度、提
升农业科技水平、拓展农产品销售
渠道，努力让农牧民群众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尼木县农业农村
和科技水利局局长次拉姆说。

此次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不仅展示了拉萨市农业丰收的成
果和农牧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也进一
步促进了农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
展。下一步，拉萨市将以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
精神、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为指
引，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以更
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农产
品质量和效益，促进农牧民增收致
富，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