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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获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写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今年 9 月 22 日是农历秋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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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放眼广袤大地，在东北平原，黑土地
上稻浪随风轻摆；在西南山区，新鲜的果
蔬长势喜人；在西北高原，成群的牛羊日
渐肥壮；在东南沿海，鲜活的虾蟹让船只
满载而归；在华北平原，青纱帐一眼望不
到边……金秋是收获的时候，也是致敬耕
耘的季节。农民群众辛勤耕耘，各地各部
门共同努力，洒在大地的每一滴汗水，都
为国家仓廪更充实、人民生活更幸福不断
夯实根基。

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秋分临近，黑土地上泛起金黄。在全
国产粮大县吉林榆树，饱满的稻穗随风摇
摆。在保寿镇卡岔河边的红旗村，种粮大
户徐禹庆已把收割机检修完毕。“长势不
错，一公顷超过2万斤没问题。今年能丰
收实在不容易！”今年徐禹庆经营了132公
顷稻田，他一边在田里看长势，一边对记
者说。

今年防汛关键期，榆树地区出现连续
强降水，红旗村也发生大面积农田内涝。
积水最深时稻苗快被淹没，村里组织工程
机械挖沟修渠，调配水泵抽水。村民们连
续多天守在田里，24小时不间断排水。汛
情过后，榆树市统一组织飞防作业，喷洒
防治稻瘟病药剂和促早熟肥料。

“看到水稻长好了，我们才安了心。
等秋分过后下了霜，就第一时间下地抢
收，争取新米尽早上市卖个好价钱。”徐禹
庆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
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
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产量的大头。今年
洪涝、台风等极端天气带来不小的挑战。
中央财政及时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
金，支持河北、山西等15个重点省份实施
秋粮作物“一喷多促”，重点对玉米、大豆、
中稻等主要秋粮作物喷施植物生长调节
剂、叶面肥、抗逆剂、杀菌杀虫剂等给予补
助。

农业农村部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抽调
232 人，组建 28 支科技小分队，赴主产省
份深入一线调查苗情、墒情、灾情和病虫
情，开展技术培训、巡回服务，奋力夺取秋
粮丰收。

目前在粮食生产大省河南，秋粮即将
收获。各地强化重大病虫监测预警，适时
开展病虫防控，确保全年粮食总产稳定。

“今年濮阳秋粮生产狠抓播种期抗旱
保苗，汛期防涝降渍，中后期‘一喷多
促’。只要秋收前不遭遇极端天气，今年
有望再获丰收。”濮阳市农业农村局研究
员郭奎英说。

“米袋子”“菜篮子”稳了，老百姓的心
里才踏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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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老百姓
的餐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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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地区收获过六成，全国收获过一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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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富起来

农民盼丰收，更盼增收。
金秋时节，在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姜

州镇的山南德宇种养家庭农场，红石榴挂
满枝头，辣椒青红相间，金黄的稻浪随风
起伏……

多彩的丰收画卷，得益于不懈努力。
会东县以山地为主，适宜耕种的土地细
碎。近年来，当地积极创新，探索多种农
作物套种示范项目，以新品种、新技术、新
模式推动农民增收。

“今年石榴每亩预计收入在8000元。
水稻、大豆等其他套种作物收益也都不
错，辣椒预计每亩产量能超过4000斤。”山
南德宇种养家庭农场主罗德宇说。

“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祝贺和问
候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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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做好“土特
产”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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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2.1
个百分点；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达到了3274
万人，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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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温县铁棍山药、陕
西周至猕猴桃、四川凉山会理石榴、江苏
阳澄湖大闸蟹、福建平和蜜柚等一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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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也要让
精神生活“富”起来。

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多个新建成
的数智乡村文化空间成了村里的新地标，
成为大伙儿茶余饭后的热门去处。

在高村镇乌停村乡邻中心，融合了古
建筑基调与现代设计元素的约1000平方
米场所内，便民办事处、棋牌室、学生自习
室、儿童游乐场等一应俱全，小屏电视接
入数智文化平台，播放时政新闻、文化节
目和影片。

在解店镇北薛朝村，秋日傍晚，村民
们时常结伴走进文化礼堂，观看晋南蒲
剧。“听戏、看电影、排节目，跟老哥们谝一
谝，这几年村里人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年近八旬的村民屈庆禄说。

万荣县的变化，是各地促进农民全面
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各地由表及里培育
文明乡风，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强
家教家风建设，切实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促进“村BA”“村超”“村晚”
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发展，不断提振农民群
众的精气神。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速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很多人通过短
途游，到乡间感受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

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平田乡天灯
垟村，道路干净平整，溪水清清流淌。快
快家庭农场主徐伟萍正在果园里忙活。

“这些年通过实施‘千万工程’，乡村
环境大变样了。”徐伟萍感慨地说，过去村
里到处堆放杂物，小溪漂浮着垃圾，道路
条件也不好。现在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提
升，在乡村既住得舒适，创业发展也有了
更好的环境。

“我们建设和美乡村，不是推倒重来，
也不是文物修复，而是在守护乡愁乡韵的
基础上，增加功能、发展产业、恢复人气。”
黄岩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广袤乡村是农民群众的家园，把乡村
建设得美好、宜居、便利，农民群众才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农村现
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
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
的应有之义。

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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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达到45%以上。

硬件、软件建设提速。具备条件的乡
镇和建制村都通了硬化路，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90%，通 5G 的行政村占比超过
90%，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

如今在很多乡村，对于村里的大事小
情，群众更愿意参与了。

在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珠坑乡，不定
期举办的“米茶夜话”吸引了很多村民。
夜幕降临，休息亭里，珠坑村党支部书记
魏连荣热情地招呼着。村民们手捧飘香
米茶围坐在一起，听宣讲、聊生活、提建
议、解纠纷。

“能不能在村里多划些停车位？”“后
天是我孙子10岁生日，请大伙来我家喝碗
米茶哈！”……

从讨论村子的发展规划，到分享生活
喜悦，从老一辈传授传统美德到年轻人带来
新的思想观念，“米茶夜话”成为乡风文明建
设、政策讲解、民生难点化解的有效途径。
大家面对面沟通，解决老百姓的关心事。

绵绵用力，成风化俗。在各地，党组
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积分制、清单制、数字
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方式不断推
广，村规民约等不断完善，为乡村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
基本盘牢牢稳固，农民身边“小事”得到解
决……各地各部门持续努力、广大农民群
众辛勤付出，汇聚成水滴石穿、久久为功
的力量，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
村全面振兴，向建设农业强国加快迈进。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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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22日电 （记者 李
云平）自去年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
全国已实施 287 个重点防沙治沙项目，完成
4000多万亩综合治理任务。这是记者9月19日
从国家林草局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的“三
北”工程种苗等物资供需对接会上获悉的消息。

为助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国家林
草局专门召开此次种苗等物资供需对接会，
现场发布《2025年度“三北”工程苗木供需分
析报告》，公布“三北”工程苗源信息、林草良
种推荐目录，推介100项“三北”工程先进实
用科技等成果，组织 12 家林草种苗生产单
位、施工企业签署供需框架协议，确保种苗等
物资及时有效供给。

据介绍，自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
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协同，
建立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协调机制，建立包片蹲点机
制和跨区域联动机制，出台多项政策，实施多
项措施，实现开局良好。

“三北”工程攻坚战包括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
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
战役，其中“两个半”的战役在内蒙古，60%以
上的工作量在内蒙古。

秋分：昼夜平分日 寒暑交替时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

半。凉蟾光满。桂子飘香远。”
此时节，蝉鸣渐止，银杏新黄，

光阴对折，天地平分一场秋色。这
种感受正所谓是：风清、露冷、秋期
半、月光凉、桂花香……宋代词人
谢逸，用寥寥数字，就将节气秋分
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

何为秋“分”？一曰：昼夜平
分。太阳在这一天到达黄经180
度，直射地球赤道，昼夜各 12 小
时。二曰：秋季平分。按农历来
讲，立秋为秋季开始，霜降为秋季
结束，秋分在中间。正如元代吴
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所言：“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
之半，故谓之分。”西汉《春秋繁
露》也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
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教授田兆元表示，中国古人认为，
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春分

为“日中”，秋分为“宵中”，都是昼
夜平分。春分后白天越来越长，
夏至时到极限；秋分后夜晚越来
越长，冬至时到极限。二十四节
气是古人根据太阳运行规律编制
的“时间地图”，被誉为“中国的第
五大发明”。早在《尚书·尧典》中
就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记
载，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
体现出古人对于自然节点的精准
把握，是中国对人类科学事业的
重要贡献之一。

我国古人将秋分分为三候：一
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户，三候
水始涸。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
盛而发声，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
所以不再打雷，这标志着暑气的终
结，也是秋寒的开始；由于天气变
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洞中，并
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
侵入；由于天气干燥，水汽蒸发快，
所以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

些沼泽和水洼便处于干涸之中。
秋分时节还是收获稻谷、玉

米、大豆等农作物的重要时期。
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
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秋
分时很多传统民俗，也都饱含期
盼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意思，比
如，祭月、竖蛋、送秋牛图等。

秋分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
节。面对时序轮转、万物更迭，无
数文人墨客用诗词来刻画心中的

“半秋”之景、之思，留下无数脍炙
人口的佳句名篇，在历史长河里
熠熠生辉。

迎来秋分，于个人而言，也是
一个反思过去和规划未来的时间
节点，感受其“分”字所象征的平
衡与和谐，至关重要。生活、工作
恰如其“分”，让人生也如秋天一
样，收获丰硕果实。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据新华社上海9月22日电

丰 收 的 喜 悦

9月20日，在位于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的永吉县禾谷丰水稻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帅（左一）和两位农民手捧收获的
水稻。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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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日，在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天民田园，工作人员摆放
庆丰收为主题的面食作品。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9月21日，山东省青州市黄楼街道后坡村农民在晾晒玉米。
新华社发 王继林摄

9月22日，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
社，社员在展示刚收获的水稻。 新华社发 谢万柏摄

9 月 22 日，在黑龙江省重要粮食
产区哈尔滨市方正县的稻田中，农机
开启“黑龙江秋收第一镰”作业。

9 月 22 日是农历秋分，我国迎来
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进入秋
收季的产粮大省黑龙江在重要粮食产
区哈尔滨市方正县组织开展秋收开镰
等各项农业活动，展现“大粮仓”丰收
景象，感受农民的喜悦之情，同时呈现
黑龙江通过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提高
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等措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当好国家
粮食安全“压舱石”。

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大粮仓”黑龙江

丰 收 节 上
看“丰”景

9月22日，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江乡举行的第七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云南省主场活动现场，演员在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9月22日，评委们对各类玉米进行评比。
当日，内蒙古通辽市在悦来河旅游休闲街区举办了一场热热

闹闹的丰收节活动。活动上的“庆丰收、展丰收、赛丰收、品丰收、
晒丰收”五个篇章，吸引市民前来参加。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