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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农民丰收节又是农民丰收节

秋风送爽，谷穗飘香。今日秋
分，也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是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农业大国，设
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使之成为鲜明的文化符号
和时代标记，就是要激励我们去推动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感召我们全面实施好乡
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场硬仗，
努力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今年河南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今年河南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影响，，夏粮再获丰收夏粮再获丰收，，总产量总产量750750..7575
亿斤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再创历史新高。。当前当前，，76007600
多万亩秋粮收获在即多万亩秋粮收获在即，，丰收的丰收的““答答
卷卷””再次写在中原大地上再次写在中原大地上。。

如今如今，，在商水县张庄乡的高标准在商水县张庄乡的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里农田示范区里，，360360度旋转摄像头实度旋转摄像头实
时监测着田野里的庄稼时监测着田野里的庄稼。“。“点开手机点开手机
上的上的 APPAPP 不仅能实时查看不仅能实时查看 20002000 多亩多亩
玉米玉米，，还能控制喷灌阀门还能控制喷灌阀门，，多阀同多阀同
浇浇。”。”种粮大户邱守先自豪地说种粮大户邱守先自豪地说。。

20192019 年以年以来来，，商水县投资商水县投资 11..55 亿亿
元元、、建设建设5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通通
过智能物联网控制中心过智能物联网控制中心，，为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
提供数据监测提供数据监测、、信息发布信息发布、、田间管理等田间管理等

一系列服务一系列服务。。只需一部手机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看就能看
苗情苗情、、浇水浇水、、喷药喷药，，实现实现““云种地云种地”。”。通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县粮食亩产量全县粮食亩产量
提高提高 230230 斤斤，，全年增产全年增产 22..22 亿斤亿斤，，带动带动
农民增收农民增收22..33亿元亿元，，户均增收户均增收850850元元。。

在超级产粮大县滑县在超级产粮大县滑县，“，“藏粮于藏粮于
地地””战略扎实推进战略扎实推进，，耕地面积常年保耕地面积常年保
持在持在195195万亩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34134..55万亩万亩，，打造了全省最大的打造了全省最大的5050万万
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粮食粮食
作物总产量作物总产量3030亿斤左右亿斤左右，，连续连续2828年年
位居全省县级第一位居全省县级第一。。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
处处长黄幸福介绍处处长黄幸福介绍，，河南省已累计建河南省已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成高标准农田 63206320 万亩万亩，，全省半数全省半数
耕地田成方耕地田成方、、林成网林成网、、渠相通渠相通、、路相路相
连连、、旱能浇旱能浇、、涝能排涝能排，，建成区内设施建成区内设施
完善完善、、土地平整土地平整、、集中连片集中连片，，粮食生粮食生
产不仅实现旱涝保收产不仅实现旱涝保收，，又持续提升粮又持续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食生产能力。。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河南省去年规划的河南省去年规划的
59059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全部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全部
完工完工。。今年今年，，又投入又投入101101亿元亿元，，建设建设
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660660万亩万亩，，并按照不低于并按照不低于
每亩每亩 30003000 元的标准建设高效节水灌元的标准建设高效节水灌
溉示范区溉示范区，，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升升
级版级版”，”，示范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中原粮仓 五谷飘香

眼下正值燕山深处的河北省承德县东小白
旗乡小米的收获季节，当地农户和企业抢抓农
时收获、晾晒、加工小米。

9月20日，山东省临沂市沂蒙山云蒙景
区举行“丰收蒙山”丰收节庆祝活动，体验
丰收的喜悦。

9月16日12时起，中国东海结束为期四个
半月的伏季休渔，全面开渔。18日上午6时，
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港陆续有渔船满载归港。
捕获的水产品被批发商收购，进入千家万户。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网、中新
网、《河南日报》

对农民的崇高礼赞

中国农民丰收节不是一个普通的
节日，是由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
复，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
民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是党中央情系

“三农”、关爱“三农”的生动体现，
是“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
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
须富”的明确昭告，是“任何时候都
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
村”的深情书写。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最
简单质朴的一个字，背后是民生之
要、执政之基。千百年来，人们通过
不同的方式祈盼丰收、歌唱丰收、欢庆
丰收，表达对暖衣余食、安居乐业的向
往，对盛世宏基、长治久安的渴盼。

几千年风雨沧桑，历史的车轮行
进到今日，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正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中国这艘巨舰驶向现代化的征
程中，作为最基础的产业、最广阔的
区域、人口最多的群体，农业不能拖
后腿、乡村不能掉队、农民不能缺
席。农民渴盼丰收，市民需要丰收，
国家更离不开丰收。

农民丰收节，它既是亿万农民庆
丰收、晒丰收的节日，也是全社会享丰
收、助增收的节日；既寄托着农民的追
求、农民的希冀，也承载着全体中华儿
女的深情与追忆；既传递着乡间田野
的草根力量和基层脉动，更体现了庙
堂之高的顶层设计与深远谋划。

这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象征。
它的设立，标注着新时代强农惠农富
农的更高要求、更新使命，必将调动
更多的目光关注“三农”，更多的资源
投向“三农”，更多的力量建设“三农”。

对农民贡献的由衷肯定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他既是一
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精
神的象征，一种力量的写照。

是他们，在贫穷积弱的旧中国努
力奋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敢
教日月换新天”，终于实现了千百年
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巨大的
牺牲，在“工农剪刀差”下为中国的
工业化起步提供了丰厚积累；

是他们，敢于突破旧体制的禁
锢，以“大包干”的形式，拉开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是他们，勇于冲破城乡樊篱，以
令世界惊叹的姿态，支撑起中国经济
40年的跨越发展；

是他们，辛苦耕耘，创造了以占
世界 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人口
的奇迹，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
了自己的手中……

从我国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各
个历史时期，中国农民都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印记，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
献。然而，很多时候，他们的付出并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待遇，他们的
贡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是要用
节日的形式为农民呐喊、为农民加
油、为农民点赞，让全社会都来关注
农民、关心农民、关爱农民。既在经
济上让农民享丰收、得实惠，也从政
治上让农民被肯定、受尊重。

这是一个节日，也是一枚勋章。
丰收节，农民收获的不只是甜蜜蜜的
果实，鼓起的不只是沉甸甸的荷包，更
是满满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对农民地位的高度认可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振兴”成为农村大地上最
响亮的声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
农民丰收节描绘了最深远宏伟的时代
背景，为这个节日注入了更深刻的内
涵与使命。

它按下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快进
键，通过节日搭建大平台，把乡村潜
在的公共产品变成有价值的商品，帮
助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发现价值，促
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加速
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它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精气神，让
农民看到了自身拥有的特色资源优势
和文化价值，激发农民的身份自信、
文化自信、情感自信，唤醒农民更大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奔
赴乡村振兴大战场。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对于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不仅是一种精神上
的鼓舞，更是一种能见实效的鞭策与
推动。这就是农民丰收节的生命力所
在。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文化符号，其
背后有全社会支持“三农”、服务“三
农”的实际举措支撑；农民不只是这一
天的主角，而会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
姿态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发光发热；全
社会支农惠农强农的气氛不只集中在
这一天，更要永远地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声号角。
它发轫于乡村振兴元年，沿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足迹拾级而上，必将凝
聚起亿万农民的宏伟力量，共同浇灌
出乡村全面振兴的璀璨之花。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岁月更
替，年复一年。但农民的丰收节日不
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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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话丰收

9月20日，在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
县盘石镇当造村，人们游村庆丰收。

秋收时节，山西省万荣县万泉乡东丁村的
高粱喜获丰收。村民们抢抓农时收割高粱，田
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