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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
出游1.1亿人次

●端午假期第 2 日全社
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
人次

●1 至 4 月我国软件业
务收入达3.8万亿元

●五部门部署水泥行业
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

流高峰
●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

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
完成海上安装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晏国政 王飞航

芒种时节农事忙。河南、山西等

地麦收陆续进入尾声，湖南、江西一些

地方正忙着种稻插秧。北方收麦、南

方种稻，收与种紧密相连，南与北交相

辉映，中部这片土地上充盈着丰收与

希望的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

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农业农

村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部省

份不断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

农业农村改革，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道路上迈出铿锵步伐。

想方设法让
“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在河南省漯河市召

陵区的一块麦田里，小麦收割机手谢国

兵打开手机里的“河南农机云”软件，点

击“开始作业”。2个多小时后，他点击

“结束作业”，弹出的收割面积是“23.6
亩”。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谢国兵今年

夏收时节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如果农

户着急收麦却没有收割机，就可以在

这个软件上搜索离自己最近的收割

机，点击‘联系机手’，就能拨通电话。”

谢国兵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开镰到现在，经过近一个月的

奋战，河南全省超过 8500 万亩小麦已

接近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安徽被

誉为“江淮粮仓”，山西是“小杂粮王

国”……作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中部

地区是端牢“中国饭碗”的骨干力量。

眼下，中部地区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

从一些地方田间测产和实打实收情况

来看，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迎来又

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耕地质

量这个“关键变量”，也离不开科技创

新与良种、良技、良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筑牢丰收之基。中部

各省近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

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

农田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明显提升，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创造了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芯片”。湖南省农科

院已自主建立了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

体系，成果应用实现了双季稻大面积

示范亩产突破 1500 公斤的攻关目标；

河南建设了种业创新高地，一座立足

河南、服务全国的“中原农谷”在新乡

悄然矗立；山西持续推动种业振兴“五

大行动”，在全省布局 5大领域 27项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强“芯”，已成为

中部各省抓粮强粮的共识。

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生产。手机

App 一点，就能知道田里空气和土壤

温度、湿度、养分情况，以及如何改善

农作物生长条件。在中部省份不少

“智慧农业”示范田中，物联网技术已

成为提质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
释放农业发展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吕梁市临

县前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候。走进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空气

中散发着粽子的清香，村里的粽子加工

厂传来煮粽子的“咕嘟咕嘟”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6 岁

村民王金莲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

15 秒。“现在每月能挣上五六千元。”

她说，在家门口打工挣钱不少，还方便

照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临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

越来越高。如今，青塘粽子已成长为

大产业。今年青塘粽子产量预计超过

3000 万 个 ，销 售 额 有 望 突 破 7000 万

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也是承

载希望的朝阳产业。古新之变，关键

在 于 一 个“ 融 ”字 。 中 部 省 份 立 足

“农”、发展“农”、超越“农”，不断延伸

农业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波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

线上正在灌装晶莹饱满的“孝昌太子

米”。近年来，当地通过统一品牌、统一

种植、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提质量、增效益、创品牌，“孝

昌太子米”区域公用品牌不断彰显。

根据规划，到 2025年，孝昌县将实

现中高档太子稻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

全县稻米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值过亿元

企业 4家以上，发展“孝昌太子米”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生产企业8到10家。

农业提质增效，不仅要赋予其更

多市场价值，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

能。“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

业＋生态”等一系列“农业＋”项目也

在中部农业异彩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在大自然中

呼吸新鲜空气……依托土豆花开满山

坡的花海景致，山西省岚县已经举办

了9届“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 岚 县 河 口 乡 王 家 村 ，村 里 的

310 户村民几乎都从事与土豆相关的

工作。开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王爱珍

在旅游高峰期每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左

右，年均增收超过 1 万元。如今，土豆

带动当地种植、加工、文旅、餐饮等产

业 ，涵 盖 了 岚 县 大 约 80％ 的 劳 动 人

口，形成了近 15亿元的产业规模。

全面深化改革
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1978 年冬，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 ，18 位 农 民 为 吃 饱 肚 子 摁 下 红 手

印，分田到户搞起“大包干”，催生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农村

改革的大幕。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农村改革在中部

大地上持续深入推进。从完善农业支

持保护制度到推进农村生产经营方式

创新，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探

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一系列改革举

措，让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炎炎夏日，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

县唐兴镇石桥村，收割机在麦田间来

回穿梭。“我们村采取全产业链托管，

良种、农资、管理、收获等全部由村集

体负责，农户不用操心。”石桥村党总

支书记赵小冬说，全村已有 100多家农

户与村集体签订了合作协议，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今年共托管农田 500多亩，

预计可带动村民增收超过10万元。

近年来，翼城县大力推广农业生

产托管社会化服务，通过生产经营方

式创新，实现了劳力得解放、土地有人

管、收益有保障，有力破解了“谁来种

地”“如何种好地”等难题。

种地难题解决了，村民和村集体

的“腰包”也要鼓起来。随着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的深入推

进，中部地区越来越多的村民变成股

东，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农村集体经

济得以持续壮大。

在湖北省江陵县“联村发展”产业

园，拳头大小的吊瓜密密麻麻吊在尼

龙网下，长势正旺。“村集体有钱出钱、

有 地 出 地 ，大 家 每 年 按 出 资 比 例 分

红。”江陵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不仅入股吊瓜产业园，还发

展大棚蔬菜，种植优质粮食。”江陵县

秦市乡秦家场村党支部副书记张金平

说，今年是个丰收年，预计村集体收入

超 50 万元，比去年增加 123％，带动村

民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山野田间活力涌，奋发崛起正当

时。从太行山到井冈山，从黄土高原

到江汉平原，以改革为动力，向创新要

活力，一幅乡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

振兴画卷正在广阔的中部地区徐徐展

开。

（新华社太原6月10日电）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端牢端牢““中国饭碗中国饭碗””激发振兴活力激发振兴活力

新华社记者

又是一年端午时。

手腕上的五彩绳、腰间的香囊，门

前的艾草、飘香的粽子，劈波斩浪的龙

舟……端午，在跨越千年万里的古老

传唱中，涤荡着悠扬的新声。

“粽”情端午，
穿越千年历久弥新

包粽子、挂菖蒲、赠香囊……各地

习俗不尽相同，但都承载着人民祈福

安康的愿望。

6 月 8 日，湖北省蕲春县席盘石村

72 岁的村民王大庆起了个大早，到农

田边割下今年第一把艾草。他说：“晒

干后，拿一部分捣碎制作艾条，点燃熏

屋可以驱邪。另一部分用来煮艾水鸡

蛋，吃了保健康。”

端午这天，大街小巷“行走”的香

囊等饰品，充满传统韵味，散发沁人香

气。不少市民说，佩戴香囊寄托着美

好祝福，勾起儿时美好回忆。

端午凝聚着“家”的情感。

河面上船桨舞动、水花四溅，一艘

艘龙舟竞速冲刺。这是今年端午节期

间，贵州省镇远县举行的赛龙舟活动

上的一幕。

镇远县魏家屯村村民李贡涛为赛

龙舟，特意请假回乡，这是他第七年划

龙舟。他说，一场龙舟赛，像一声号

令，把四散在远方的游子们唤回家乡。

村支书贾英华说，赛后村里办百

桌宴，在外村生活的“姑妈”要带着姑

爹娃仔回村，全村老老少少围坐在一

起热热闹闹吃个饭。

端午习俗，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在宁夏博物馆，小朋友亲手制作

艾草香包，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在湖北

秭归，龙舟抢红夺标赛，共赴传承之

旅；在江苏南京，图书馆阅读服务进景

区，书香弥漫端午节……

蕲春县一处蕲艾基地，电商直播

开到田间。蕲春种艾用艾的传统延续

1800 多年，如今，小小一株蕲艾已经

发展为综合价值超百亿元的产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正国

说，今年兴起了艾草花束、粽子挎包以

及民俗文化游、研学游等新风尚，相关

产业呈现蓬勃之势，展现出传统文化

新活力。

传承民族基因，
弘扬爱国情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屈原无疑是最醒目的端午文化符

号。这一天，重温浓情假日，更感受到

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炽热深厚的爱

国情怀。

汨罗江龙舟超级联赛近期开锣。

“我们顶着烈日训练，因为划龙舟是我

们的传统，不能丢。”来自湖南汨罗市

罗江镇罗滨村龙舟队的队员邹端科

说，端午节在汨罗的重要程度，仅次于

春节。

千百年赛龙舟，赛的是江河上同

舟共济、奋勇争先，展现时代大潮中的

上下求索。

循 环 经 济 是 汨 罗 的 传 统 支 柱 产

业。经过三十年不懈努力，从早期的

粗放式发展转型升级为绿色、低碳的

标准化产业模式，每年数百万吨废旧

金属在这里重获新生。

“爱国主义是屈原精神的底色。”

在汨罗屈子祠工作 40 余年的屈学专

家刘石林说，希望每一代人像屈原有

正直高尚的品格，不断创新求索。

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屈

原镇屈原村端午节都会举办骚坛诗

会。“三闾骚坛”是明清时期在当地诞

生的民间诗歌社团，参与者多是农民

诗人。

翻开他们的诗歌，蕴藏着共同的文

化记忆，不仅看到屈原精神代代相传，

还有讴歌农村焕然一新的时代变迁。

秭归，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

靠着发展脐橙产业脱贫致富。75 岁

的黄家兆是土生土长的屈原村人，他

说，要把屈原爱国精神代代坚守，让子

孙后代把国家建设得更富强。

厚植文化自信，
推动中华文化生机勃发

以端午之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展

现着节日中的中国故事。

当端午节“邂逅”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集

市活动，让人们看到老手艺焕发的新

活力。

“我早早就预约了进馆，带孩子更

生动地感受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感

悟文化自信。”广州市民刘欣然说。

在摊位上，年轻人分享艾草、葫芦

等做成的迷你挂件，祈求端午安康；小

朋友体验雕刻龙舟、雕版拓印等，沉浸

式感受传统文化。

一个 民 族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生 动

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

来。

近年来，在不少地方，一批批年

轻人“溯流而上”，古老的文化传统有

了新玩法。“汨罗香囊制作技艺”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回乡创业，

进村寻访香囊的古法技艺，研发香囊

文创产品 30 余项。随着国潮文化兴

起，她的香囊走红，吸引许多游客关
注。

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郭艺表

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

创新，正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

活。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美

院教师夏琳璐是一位年轻的锔瓷技艺

传承人。“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我们这

一代人手上创新才能传承下去，现代

锔艺要和现代审美和科技相结合。”她
说。

这几年，夏琳璐身边的学生更年

轻了。她相信，随着有更多的年轻人

参与进来，传统文化会更具活力。

从香包、手绳、艾草装饰品走俏，

新中式服装成为新潮；到非遗表演精

彩纷呈，文博馆文化 IP 联名“上新”成

为热门打卡地……人们热爱并投身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端午节得到

集中展现，彰显出传统节日所蕴含的

文化自信力。

“这份扎根于人们心中的自信，会

推动中华文化更加生机勃勃。”郭艺

说。

（记者 田宇 周楠 李黔渝 宋立
崑 邓瑞璇 冯源）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品端午情怀新气象

龙舟漾遗风 粽情系家国

多彩活动庆端午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 6月10日，第十八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活动在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开幕。这是游客在文化节

上体验海上泼水。 新华社发 王旺旺 摄

② 6月10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何园景区，小朋友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包粽子。 新华社发 孟德龙 摄

③ 6月10日，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龙舟队员参加趣味抢鸭活动。 新华社发 夏俊林 摄

6月10日，龙舟队伍在杭州西溪湿
地的河道上赛龙舟。

当日是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地举
办龙舟比赛和巡游活动。

新华社发 龙巍 摄

6月7日，在江苏省兴化市竹泓中
心小学，学生们在体验包粽子。

端午佳节，人们包粽子、赛龙舟、束
艾草、点雄黄，在多彩民俗活动中欢聚
一堂、共度佳节。 新华社发 周社根 摄

(上接第二版)
“ 香 囊 蕴 含 着 祛 邪 防 病 的 美 好 愿

望，社区活动让大家既了解了我国的传

统文化，体验了自己动手制作的快乐，

还增进了邻里间的互动交流，非常有意

义，非常开心。”今年 80 岁的张瑞玟老

人笑着说。

“ 门 前 艾 草 蒲 青 翠 ，天 淡 纸 鸢 舞 。

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大家谁知

道端午系的五线绳是哪五种颜色……”

在冷湖路社区，有关端午节传统文化知

识问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问答间隙，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

好了糯米、粽叶、蜜枣等包粽子的材料，

又进行了泡米、洗粽叶……居民围在一

起，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压紧实、封

口、扎捆……清香四溢的粽叶、晶莹剔

透的糯米，在男女老少的手中飞速翻

转，随即一个个散发着清香的绿粽就新

鲜“出炉”。

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

已久，花样繁多。一片粽叶、一缕清香、

一根细绳传承着千年的味道。

“注意看手势，一展、一折、一填、一

压、一绕……粽叶要这样折叠，填糯米

的时候要注意压实，包裹紧密，不然煮

的时候会散开。”社区居民赵秀玲一边

熟练地包着粽子，一边耐心地指导身边

的年轻人。

只见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晶

莹的糯米，一颗颗晶莹的蜜枣，在一双

双巧手下，转眼间就被包裹成了粽子。

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整个活

动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空气里弥漫着

粽香和欢乐祥和的气氛。大家吃着粽

子，甜在心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尝

到”了大家庭温暖的味道。

粽香浓、雄黄烈；龙舟竞逐、吟诗折

柳；插艾条、菖蒲辟邪，带铜钱、肚兜祈

福……在社区的一片天地，端午佳节再

次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塑造

着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灵认同。

粽香情更浓 传统记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