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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上午，第七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河南兰考
开启。在全国各地，“丰收民歌”相继
唱响。微风拂过广袤无垠的田野，稻
浪轻摆，瓜果飘香，田间地头洋溢着
丰收的味道。

大地欢歌喜丰收

农民登台唱响丰收赞歌，乡村
工匠展现精湛技艺，智慧农机“大展
拳脚”，民俗非遗表演精彩纷呈……
在河南兰考，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全国主场活动上，来自全国多地的
农民代表、“三农”工作者和干部群
众共享丰收喜悦。

今年丰收节以“学用‘千万工
程’ 礼赞丰收中国”为主题，发布
了多项惠农助农政策措施，并举办

“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行动、乡村
特色美食品鉴推广、农民丰收故事
会、村歌大赛、乡村电影周等活动。

在兰考县仪封镇的一片高标准
农田，红薯正茁壮成长。“我们这里
是沙土地，种出来的蜜薯很甜。”种
植大户张聚群边说边点开手机，土
壤墒情、苗情、虫情、气象等信息一
目了然。

“田间的气象装置和监测设备
等收集到的数据，会传输到县里的
智慧农业服务中心，经过大数据分
析和专家评估，把实用信息发送给
农户参考。”兰考县智慧农业服务中
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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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累计建成10亿多亩高标准农
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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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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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兴旺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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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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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
上党村，漫山遍野的锥栗树硕果累

累。为了扩大销路，连日来，村里的
党员干部帮助村民联系客户。“我种
了20亩锥栗，今年预计收入能达到
5万元。”种植大户王万明高兴地对
记者说。

智能化食用菌基地里，朵朵银
耳散发阵阵清香；智慧茶园内，茶树
生长环境、病虫害情况可以通过智
慧监测系统一目了然……记者在下
党乡采访发现，村村有特产，食用
菌、油茶、高山果蔬等特色农业“多
点开花”，村民钱袋子日益鼓起来。

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做好
“土特产”文章，加强农业品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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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达到了3274万人。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
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下一步
将采取措施做大做强农业品牌，促
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让农民群
众切实得实惠。

和美乡村焕新颜

在河北，丰收市集人头攒动，乡
村旅游让人放松身心；在山西，威风
锣鼓、上党八音会奏响丰收乐章；在
江苏，“新农人”代表分享创新创业
经验，讲述乡村振兴故事……全国
各地举办的丰收节庆祝活动，展现
出各美其美的乡村新气象、新活力。

放眼广袤的田野，各地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各具特
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洎
水新城社区，是采煤沉陷区村民集
中安置组建的农村社区。现在生活
的突出变化是办事更方便了。这里
有便民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活
动室、卫生站，还提供上门代办、网
上代办等服务。

“办事窗口 2 名党员服务人员
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士上门代缴
水电费、医保费、帮助联系维修，每
天都有村民受益。”洎水新城社区党
总支书记吉志良说，社区还建设了

“共享菜园”，村民们可以种菜，互相
协作，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今年以来，晋城市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
不仅让一个个村庄环境更加干净秀
美，也让农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在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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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教
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

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和谐稳
定、农民幸福安康，是丰收中国的美
好画卷，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
和祝愿。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地正共
同努力，扎实奋斗，推动把乡村全面
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岁稔年丰庆收获
——各地举办丰收节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综述

新华社记者

湖南省常宁市胜桥镇农民驾驶收割机在收割水稻（2024 年 9 月 7 日
摄）。 新华社发 （周秀鱼春 摄）

（上接1版）
90年来，在茶园村老百姓心

目中，红军井一直是“党和人民心
连心井”，是“军民鱼水情深井”。

如今的茶园村，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推动下，充分挖掘红色资
源，陆续建成红军烈士墓、红军
在茶园雕塑群、红军街、红军广
场等红色文化设施。目前，该村
已在申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
游点。

“我父母今年五十多岁。等
他们再老些，我一定带着我在外
面学到的东西回来，一边守护红
军井，一边助力家乡建设！”今年
25岁的周德松说。

今年是中央党校新疆民
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努力把新疆班办得更
有质量、更有成效，为新疆培
养造就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团结一心、锐
意进取，为加强新疆干部队
伍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作出更大贡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木塔力甫·艾力曾两次
在新疆班学习，度过了难忘
的时光。

“70 年来，在新疆班‘精
心滴灌’的培养下，一大批毕
业学员历经淬炼，成长为扎
根边疆、奉献边疆的骨干力
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
疆工作的高度重视。”木塔力
甫·艾力说，自己将始终牢记
在新疆班的所学所获，不断
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各族
群众的实践本领，努力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
献力量。

“70 年来，新疆班始终
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步
伐前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
程，培养出一批对党忠诚老
实、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
到位、矢志为民造福的优秀
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
班70年历程的高度肯定，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达坂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高红妮更加明确了接下来的
努力方向。

“能够来到新疆班学习，
机会宝贵、使命光荣。”高红
妮说，自己将时刻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要求，补短板、强弱项，坚持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不断
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完整准确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培训
部新疆干部培训工作办公室主任、组织员
刘君栩来说，三年的援疆经历让他与新疆
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更体会到自己
的责任重大。

“作为组织员，既要提升学员管理水
平，也要全心全意为学员做好服务。”刘君
栩说，要结合新疆班学员特点和学习需
求，一方面引导学员自觉加强理论武装、
提升理论修养、开展课题研究，另一方面
也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
班全过程，切实引导广大学员不断增强

“五个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扣新疆干部队

伍特点和工作实际所需，健全常态化培训
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为我们下一步工作
明确了目标导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秘书长、培训部主任王洋表示，将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紧密结
合新时代民族地区好干部的标准，加强对
新疆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和干部成长规律研
究，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和治疆方略课程体系，加强党性锻炼和专

业训练，全面提高新疆干部
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
持不懈用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贯穿办班全过程”，让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
史教研部副教授王煦更加
明晰了今后教学的重点。

“我将从不断深化理论
认识、夯实学理基础、深入
了解新疆区情等方面入手，
将重要指示精神融入日常
教学。”作为一名多年为新
疆班授课的教师，王煦表
示，将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结合学科专业知识
帮助学员充分理解党的创
新理论，让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贯穿课程、植根学
员心田。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
想是行动的指南。

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
研究院教授项松林更加感
受到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
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
究的重要性。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加强民族领
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
实问题研究，有利于用研究
成果反哺教育教学。”项松
林表示，在今后的教学实践
中，将结合研究、调研经历，
加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等课题研究，更好地满足学
员学习、工作发展需要，进

一步提升新疆班教学质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

教育处处长谭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进一步完善组织调训机制，积极
配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为办好新疆班
提供有力保障，真正把各领域各行业的优
秀年轻干部选出来、送出去，引导他们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中当先锋、
作表率，努力将新疆班打造成为教育培训
各民族优秀干部的重要载体、特色品牌。

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
的大事。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新疆迎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力度最大、民生受益最多的时
期。

作为长期坚守在一线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尉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负责文物保护的党员干部，吾甫尔·库
尔班对此感触很深。

“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为指引，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文保方面
业务能力，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和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上。”吾甫尔·库尔班表示，将
进一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文物保护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百姓日常生活，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
话，让文化说话，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故事，在建设美丽新疆过程中不负自己的
使命担当。（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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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湖南省盛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
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
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
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
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

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年来，

中国探月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
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下，

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
成就，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
祉屡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作出卓越贡
献。（全文详见云邵阳
新闻客户端）

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探月工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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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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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八个字说
到了农民心坎里。中国农民丰收节，已
成为亿万农民群众喜爱的新节日。各
地因地制宜、节俭热烈地展现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场景，农民的节日成为全
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丰收季”。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来自农业增

效益。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
仍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
是农民的命根子，须臾难离。当前农
民群众关心的是扎实做好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
作，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法要求，保
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给农民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也给农业增效益打下坚实基础。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来自农民
增收入。各地大力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支持农民外出务工、加快三
产融合发展，广辟增收门路，多措并
举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让农民的

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农
业科技是利器。藏粮于技能让农业
激发新产能，也让农民不断拓宽致
富路。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来自农村
增活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画卷，需要积累点滴之功，不断繁荣
发展乡村文化，持续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建设平安乡村。农村的活力也
来自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
平的提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成为更
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农者，天下之本。丰收节里话重
农强农惠农富农，就是要保持重农
强农的基调不变、惠农富农的力度
不减，切实增加农民群众可感可及
的幸福感，让“丰收季”成为“欢乐
季”。（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