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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农民丰收节农民丰收节

农业丰收，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牵挂在心。

今年9月23日，是
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首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

从黑土地到洞庭
湖畔，从鱼米之乡到昔
日贫困山区，新华社记
者来到田间地头聆听
一首首欢快的歌曲庆
贺丰收，感受着亿万农
民的喜悦心情，见证一
幅幅美好生活的动人
画卷铺展在乡村振兴
的阳光大道上。

【歌中事】“鼓粮囤”

侗家田间，稻谷飘香，歌声悠扬。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平秋镇平

秋村，成片金黄色的稻田里，侗族妇女们边割边唱，侗

族汉子们打谷挑粮，喜迎节日。

“去年雨水多，秋季收粮的时候赶上下雨，粮食减

产。今年雨水适中，稻谷颗粒饱满，是个丰收年。”27
岁的龙令针趁中秋假期，天气晴朗，帮父母收割稻谷，

额头上沁出汗珠。

2014年，龙令针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学。家里由于

经济负担重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父母要外出务工

补贴家用。

“父母没有读过书，也不会技术，打工挣不了多少

钱。”龙令针说，读书期间，姐弟俩每年都能得到几千元

的补贴，加上奖助学金，顺利读完了大学。

这两年，龙令针对家乡的变化感受很深。龙令针

说，鼓起来的不只是家里的粮囤、钱包，还有过上好日

子的信心。最近，平秋村建起了“扶贫绣坊”，龙令针的

母亲在闲暇时到绣坊兼职，赚钱补贴家用。

“这首歌叫《丰收不忘共产党》，唱进了我们心坎

里！”龙令针说，正如歌词那样，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

好，“幸福生活万年长”。

“脱贫攻坚胜利，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平秋镇副镇长

吴维全说，通过开展种植、养殖等免费技能培训，组织村

民外出务工等方式，农民们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歌悠长】6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施行，为脱贫攻坚后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农村

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亿万农民撸起袖子、卷起

裤腿、脚踏实地，努力描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平秋镇平秋村侗族群众在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 蒋成 摄

99 月月 2222 日日，，农民们参加农民们参加““田间拔田间拔

河河””趣味比赛趣味比赛。。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昱徐昱 摄摄

在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九雁村稻田旁的小广场上，村里的

妇女们在排练以丰收为主题的广场舞。 新华社发（胡清 摄）

9月 21日，秭归县沙镇溪镇长春村村民在田间用传统板仓

对水稻进行脱粒。 新华社发（梅雪飞摄）

9 月 17 日，在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江景村的稻田里，种粮大户曾岳华（左）与两位农业技术人员查看优

质稻“泰优 390”结实率。 新华社发（胡清 摄）

【歌中事】“希望田”

洞庭湖畔，落日余晖，风吹

稻浪。

在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九

雁村稻田旁的小广场上，村里

的妇女们正排练广场舞，传来

阵阵歌声与欢笑。稻田里，收

割机正在加紧作业。

“这些用的是优质稻种，不

仅产量大，质量还好，收益自然

高。”稻满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谢光新说，今年是合

作社种植优质稻的第 5个年头，

主要选用了“泰优 390”“桃优香

占”两个新品种。合作社提供

种子和技术，后期以保底价回

购，带动周边农户种植优质稻

1.7万多亩。

在汨罗镇江景村，汨罗市

农业农村局的两名技术人员正

查看“泰优 390”的结实率。根

据各家情况，他们向村民们科

普如何更好地做到绿色病虫害

防控、调整农药和化肥用量。

今年江景村种粮大户曾岳

华扩大了优质稻种植面积，达

到 1000多亩。“过去几年种常规

稻，亩产 750 斤左右，在市场上

卖不上价。现在种优质稻，产

量高的时候亩产 1100 斤，平常

年份也能有 900斤，平均一亩地

多赚一两百元。”他说。

“强农业，首先强种业。”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

长戴魁根说，近年来，湖南省加

快建设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杂交水稻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一大批创新平台，

从源头出发，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歌悠长】种 子 是 农 业 的

“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

脉。今年 7月，中央深改委第二

十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基础性

前沿性研究，加快实施农业生

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开展种

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

进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设。

如今，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

农 业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精 心 培 育

下，越来越多优质农业新品种

正不断涌现，为“希望的田野”

注入新动力。

（参与记者：周楠 蒋成 马知遥）

黑龙江省北安市城郊乡革命村村民李学军展示从稻田里

捕捞的河蟹。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摄

（一）
【歌声里】“党的光辉照侗乡，乡村振兴干群忙，丰收不忘共

产党，幸福生活万年长……”
——《丰收不忘共产党》

【歌中事】“聪明地”

东北小村，机器轰隆，一片火热。

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东胜乡东利村，五台白色收割

机在金色稻田中缓缓前行，空气里弥散着稻谷的清

香。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村民们一边唱歌，一边扭起

大秧歌，红绸带里映着丰收的喜悦。

在稻田边的高地上，一根装有摄像头的白色杆子

格外醒目。“这个叫靶向田间追溯设备，是水稻生长全

程物联网系统的一部分。”北安市革命现代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李富强说，此系统可以对水稻浸种、催芽、

育秧、灌溉等进行数据采集和现代化管理。

今 年 这 家 合 作 社 种 植 水 稻 1.3 万 亩 ，预 计 亩 产

1100斤左右。这些水稻加工成大米后，消费者扫描包

装袋上的二维码，可以通过视频方式看到水稻从种到

收的全过程。

“告别‘小镰刀’，用上大机械，农民变‘闲’，地变

‘聪明’。”李富强说，春天育苗有智能化育秧车间，夏天

喷洒农药、化肥用无人机航化作业，秋收依靠自带导航

系统的先进农机，节省了人力，降低了成本。仅一台收

割机一天就可收割 100 多亩，比人工效率提高 60%以

上。

不远处，稻蟹种养基地里十分热闹，农户们忙着将

一个个装满稻蟹的网兜拉出水面。这是合作社“稻蟹

共养”新模式。

“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还有这新鲜事。”北安市

城郊乡革命村村民李学军说，河蟹与水稻共养共生，河

蟹的排泄物为水稻提供有机肥料，稻田里的水草和虫

为河蟹提供食物，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1+1＞
2”的效果。

科技正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底，黑龙江省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全程机械

化基本实现，全省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 98%，农业科

技贡献率达 68.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3个百分点。

【歌悠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智慧农

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智慧农业对传统农业的改

造，有望改写我国现代农业格局，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二）
【歌声里】“如今咱吃饭再也不靠天，机械化科学种田大发展

……五谷丰登堆起金山银山……天南地北铺开了美丽画卷……”
——《大丰收》

（三）
【歌声里】“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

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
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在希望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