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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 扎 实 做 好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 三

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让农民腰

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美好，绘

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9 月

22 日 ， 在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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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农民和“三农”工作者表示，

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投

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建设农业强国和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不懈奋斗。

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尚志市老街

基乡龙王庙村村民李殿友在院子里忙

着检修农机。他今年种了 200余亩水

稻，受 8 月强降雨影响，有 20 亩受灾。

在当地政府和农技人员帮助下，抢排

积水、喷施叶面肥，稻谷长势基本恢

复。

“每年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都

给我们发节日祝贺，让我们心里暖暖

的。”李殿友说，还有十几天就能收割

了，我们要争分夺秒做好秋收准备，

尽最大努力把损失“抢”回来。

“今年，我们克服黄淮罕见‘烂

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

北局部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

生产有望再获丰收”——丰收来之

不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说到了

农民心坎里。

河南省西平县杨庄乡仪封北街

村种粮大户赵严杰说：“总书记和俺们

心贴心。今年收麦的时候遭遇了连阴

雨，小麦抢收晾晒后，我们压茬推进抓

紧种上了玉米。县里植保站派专家来

指导播种，对病虫害又进行了统防统

治。”

“总书记这么重视粮食生产、关

心农民，我们要下力气多打粮、打好

粮。”赵严杰说，目前自家玉米长势不

错，“我已经跟农机合作社约好收割

时间了，我这心里踏实了”。

皖 北 平 原 ，丰 收 的 图 景 不 断 延

展。在安徽省涡阳县，田里已是一片

金黄，豆荚颗粒饱满，再过不到一周，

百万多亩大豆就要收获。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节日寄语，涡阳县副县长冯飞感到重

任在肩：“作为全国产粮大县，我们必

须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时刻绷紧粮食

安全的弦，抓实抓细各项措施，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全力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

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步伐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让山东省寿

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

李新生更加坚定了信心。

物联网管理技术在当地新建大

棚中应用率已达 90％，菜农随时能通

过手机 APP 实时监控棚内蔬菜生长，

真正实现了高产高效高收入。“农业

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化。我们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努力推

广适用的技术，让农民用最新的科技

种最好的田。”李新生说。

在全国产粮大县吉林省梨树县，

青纱帐里玉米随风轻摆，丰收在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

国目标，这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我们会更加坚定地走规模经营、高质

高效这条农业发展道路。”卢伟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卢伟谈了自

己的打算。

近年来，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添置了几台大型智能农机，新建了

小型粮食加工厂，从单一粮食种植逐

步发展到产业链经营，合作社社员也

从最初 6 户发展到 200 余户。“未来要

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通过现代农业

实 现 耕 地 保 护 、粮 食 增 产 、农 民 增

收。”他说。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加快野

生稻、野生棉花等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

鉴定利用，加强作物表型组学研究，加

快大数据智能育种团队建设……在海

南三亚，种业科研人员正在为种业振兴

持续攻关。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

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我们要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努力做到种

源自主可控、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用自

己 的 手 攥 紧 中 国 种 子 ，端 稳 中 国 饭

碗。”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

院长彭军说。

努力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在四川省会理市，彰冠镇魁阁村

种植大户刘玉豪家的大片石榴已经

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方百计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我感觉未来

生活更有奔头。”刘玉豪说。这些年，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他和附近村民因

地制宜种石榴，品种从硬籽石榴升级

到软籽石榴，销售方式拓展到以电商

为主，他家年销售收入达到三四十万

元。

会理市委书记陈方勇说，要坚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把增

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

任务。“我们要强龙头、补链条、兴业

态、做品牌，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做

好‘土特产’大文章，让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道路两旁的鲜花开得正旺，墙

上特色壁画引人注目，老百姓忙着

在小菜园里摘菜……走进云南省昆

明市晋宁区鲁黑村，一幅和美乡村

图景跃然眼前。村党总支副书记方

兴 杨 正 在 忙 着 筹 备 丰 收 节 的 活 动 ，

他要借此让更多人感受到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成果。

“总书记提出让农民腰包越来越

鼓、生活越来越美好，绘就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新画卷。这正是我们的盼

望。”方兴杨说，这些年村里环境大变

样，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继续与返乡青年人才一道，为乡村发

展出谋划策，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传向广袤田野、凝聚奋进力量

辛勤的耕耘 丰收的喜悦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目的都是

通过合作帮助所有人实现安全和发

展，共享和平繁荣的未来，叙方高度赞

赏、坚定支持，并将积极参与。叙方衷

心祝贺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谢中

国政府给予叙利亚人民的宝贵支持，

坚决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愿做中国长期坚定的朋友和伙伴。叙

方愿以建立叙中战略伙伴关系为契

机，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密切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交流、经

济技术合作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蔡奇、丁薛祥、王毅、谌贻琴等参

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基于推

动人类和平进步的崇高目标和宗旨，

意 义 重 大 ，科 方 坚 定 支 持 并 积 极 参

与。科方高度赞赏中方支持科维护

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继续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在核

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同中方一道支

持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

和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方

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

在中东海湾地区的沟通合作。

会见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威特国

双 边 合 作 五 年 规 划 联 合 声 明

（2024－2028 年） 》 以 及 可 再 生 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领

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蔡奇、丁薛祥、王毅、谌贻琴等参

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科威特王储米沙勒

（上接第一版）
在青期间，调研组专门召开人大

代表座谈会，和我省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省人大代表座谈。铁凝指出，各

位 代 表 要 把 牢 政 治 方 向 ，深 刻 领 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

众的桥梁纽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开展深入调研，珍惜崇高荣誉，积极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王黎明表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深刻把握教育强国强省新形势，强化法

治思维，加快改革进程，创新发展措施，

强化激励保障，切实补短板、强弱项，不

断提升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引领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更加稳

健的姿态推动高质量发展。

调 研 期 间 ，铁 凝 一 行 深 入 西 宁

市、贵德县部分高校、幼儿园和有关

地区实地调研，并走访看望了全国人

大代表毕生龙。

把握时代特征 提高发展能力
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和法治保障

（上接第一版）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省主题教

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

神，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作出部

署。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主题教育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中央部署、省委安排，在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上持续用力，切实巩固拓展主题教

育成果。

会议传达学习 9 月 20 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在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上持续加力，在解决企业

账款拖欠问题上态度坚决，在巩固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上不遗余力，推动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会 议 对 当 前 重 点 工 作 作 了 部

署。强调，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调度、

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振兴、民生保障、

防范风险、安全生产等工作，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先后召开

新华社记者

9 月 23 日是秋分，我国将迎来第六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广袤田野，牛

羊成群、秫熟稻香。今年的秋粮收获来

之不易，一些地区经历台风、洪涝等极

端天气挑战，各地各部门攻坚克难，广

大农民和农技人员全力以赴，为端牢中

国人的饭碗不懈奋斗。

金秋的田野，酝酿着收获的希望。

这是对辛勤耕耘的致敬，也为经济社会

行稳致远夯实了根基。

秋粮丰收在望

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

振兴村，阳光照在广阔的稻田。不远处

的 加 工 车 间 ，不 时 传 来 阵 阵 机 械 轰 鸣

声，当地正加快大米生产进度。

“一个多月前田里洪涝挺厉害，抢排积

水后，前段时间趁着阳光足我们赶紧喷施

叶面肥，很多被水淹过的稻穗又二次扬花

了。”红扬有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于殿红感慨地说，从20日便开始小范围收

割水稻，预计10月5日前后能全部收完。

“抢”字，是今年不少地方粮食生产

的关键词。两千公里之外，在河南省沈

丘县，种粮大户王洪涛种了 500 亩玉米，

还有 5天左右就要收获了。

“今年夏收时政府支持抢收烘干晾

晒小麦，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田地晾晒

了几天就种上秋粮了。现在玉米长得

不错，全程机械化也很方便，在外打工

的人只要告诉地块位置，就能请县里农

机服务合作社帮着收。”他边说边掰下

一个玉米棒，剥开皮，露出饱满的籽粒。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主要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100个

大豆、200个玉米主产县整建制推进，重点

推广耐密品种、高性能播种机，并配套精准

肥水调控措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序推

进，上半年建成高标准农田约3663万亩。

在秋粮生产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派

出20多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河北、黑

龙江、吉林、甘肃等省份指导落实防汛抗旱

关键措施，中央财政及时下拨18.9亿元资

金支持灾区抗灾救灾，下拨24亿元玉米大

豆“一喷多促”一次性补助资金，对14个省

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予以补助，促进壮

苗稳长、灾后恢复、灌浆成熟、单产提升。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今年秋粮

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面

积增加较多。除华北东北部分地区遭

遇较重洪涝、西北局部遭遇干旱外，全

国面上旱涝灾情总体轻于常年。目前

秋粮陆续开镰收获，丰收在望。

“大食物观”指引
农业高质量发展

秋高气爽的季节，在江西省吉水县

白水镇井冈蜜柚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

柚子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果实，村民忙着

施肥、除草。

吉水县有井冈蜜柚 9.24 万亩。近

年来当地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统一供应种苗和技术服务，引

导农户种植蜜柚，投入近 300 万元购入

选果设备进行分选分级，修建贮藏保鲜

库，有效延长供应期，提高了经济效益。

“米袋子”“菜篮子”产品丰富、质优

价稳，是民生关切，也关系农民收入。

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鹤龙湖镇，

2.2 万亩螃蟹养殖基地迎来丰收。村民

姚若辉和蟹农们站在船上，把沉甸甸的

蟹笼从池塘里提起。“我们合作社今年

养 了 200 亩 螃 蟹 ，产 量 在 2.5 万 公 斤 左

右，销路很不错，大家盼着能增收。”

“舌尖上的幸福感”，是美好生活的

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

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

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

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

地 资 源 向 整 个 国 土 资 源 拓 展 ，宜 粮 则

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

林则林；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

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

利用，耐盐碱品种加快选育；推广深水抗风

浪网箱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发展稻虾、稻

鱼等生态种养模式；上半年猪牛羊禽肉、禽

蛋、牛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2.9％、

7.5％。食用菌全产业链科技支撑行动全

面实施，科研人员开展经济藻类新养殖种

质创制，构建高质量健康养殖模式。日益

丰富的餐桌，不断增添老百姓的获得感。

汗水洒在希望的田野

汗水，是对土地最朴实的滋养，浇

灌着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李浩寨乡小

旷野村，冬马铃薯、红薯轮作示范地迎来

采挖期。杨万林拿着刚挖出来的红薯，

用小刀削开后仔细观察，记录相关情况。

杨万林是建水县薯类产业科技特派

团团长、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副所长，下田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

把小刀是必备物品。“除了地表观察长势，

把薯类切开才能看到更多情况。”他说。

科技特派员们在开展服务中，倾听

群众需求，发现产业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双薯”轮作模式就是杨万林团队研

发集成的技术模式，自 2022 年开展示范

应用以来扩展至多个县，年新增粮食（鲜

薯）10.34万吨，新增农民收入1.61亿元。

农业丰收、乡村振兴，关键要有发

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

在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吕亭镇新店

村，千亩稻田丰收在望，返乡创业的汪启

航正在田埂边，将农田里多余的积水排

出。打造电商平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

道，他通过农业增效让农户看到希望。

2018年，汪启航上任村党总支书记的

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村庄吃水难问题，推动

从市区延伸铺设20多公里的管道，让周边

8个村都吃上放心的自来水。这些年村里

的路整洁了，河流清了，人居环境提升了。

今年他还牵头组织了篮球联赛，各村篮球

爱好者自由组队，场内座无虚席。

新店村的变化，是千千万万乡村的

缩影。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通过

多方面努力，着力打造一支沉得下、留

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强化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全面实施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面向

全国遴选 1.8 万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家庭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进行定制化培育，开展农村实用人

才带头人培训，提高解决乡村发展建设

治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山清水秀、各美其美，村庄展现新

颜。目前全国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

处理的自然村比例达到 91％，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达到 31％左右，14 万个村庄

得到绿化美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广袤田野上，

亿万农民群众和“三农”领域工作者脚踏

实地、不懈奋斗，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而努力。一个个淳朴

而 生 动 的 故 事 ，在 青 山 绿 水 间 持 续 书

写。（记者 于文静 陈冬书 陈春园 杨
静 水金辰）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写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天道酬勤 不负耕耘

蟹肥稻黄，瓜果飘香。9月23日是
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围绕“庆
丰收 促和美”主题，我们一起庆祝来之
不易的丰收，一起向往宜居宜业的和美
乡村，沐浴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体验
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知稼穑之艰难，而崇节俭之化。我们
要致敬勤劳的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部预
计，今年秋粮面积13.1亿亩、同比增加约
700 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
1300万亩；据国家粮食和储备局预测，今
年秋粮商品粮收购量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预计旺季收购量约2亿吨。目前夏粮旺
季收购已近尾声，主产区收购超过6300
万吨。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国际粮价高
位波动中，我国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丰收，
夯实了“压舱石”，稳住了“定盘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夏，全国
多地高温与短时强降雨旱涝急转，雷暴、风
雹等灾害多点散发，华北、东北强降水引发
严重洪涝灾害。中国饭碗里要装中国粮，
每一粒中国粮都是中国农民种出来的。丰
收来之不易，我们要为亿万农民点赞。

“庆丰收、促和美”，六个字蕴含着农
耕文明千年常新的期盼。我国农耕文明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农耕文明
在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
中火热新生。我们要重温农耕文明智慧
结晶，重温家庭和睦、邻里相助，强调勤
劳、节俭孝悌等优秀文化传统，把农耕文
明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与现代文
明相融合，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金色丰收蕴含着绿色基因。我国

的农耕文明反映着中国人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莳播禾谷、饲养六
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不违农时、精
耕细作，顺天时、量地利，这些农耕文明
的优秀基因，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
中，不断焕发新生机。

秋分是美好宜人的时节，也是秋
收、秋耕、秋种大忙季节。“三秋”大忙，
贵在“抢早”，抢收秋收作物，可以免受
早霜冻危害；早播冬作物，可以培育壮
苗越冬。一年一度秋风劲，我们要感念
天地人和、感激党的政策、感恩亿万农
民，赓续悠久灿烂农耕文明，体验生生
不息文化根脉，不断涵养“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民族气质。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庆丰收 促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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