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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
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
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局、应变局、
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慰问。

在这个致敬辛勤的节日，放眼中华大地，处
处是动人色彩——金黄的稻田，碧绿的菜地，多
彩的果园，蔚蓝的海滨，洁白的羊群……赤橙黄
绿青蓝紫，到处涌动着喜悦与希望。

这是天道酬勤的硕果，这是致敬耕耘的礼
赞，这是亿万农民汗水描绘的画卷，这是古老农
耕文明焕发的小康新颜。

奋斗印记，在五谷丰登里

阳光下的三江平原，一片金黄、稻菽飘香。一
场与时间赛跑、“抢粮”夺丰收的战役已经打响。

在黑龙江七星农场第六管理区赵庆军的水
稻田，三辆割晒机正在作业。赵庆军今年种了400
多亩水稻，抓住晴好天气抢收、割晒后再脱粒归
仓，既不用担心后期倒伏，还能减少收割损耗。

千里之外的兰西县，密密层层的玉米快成
熟了。今年光照足、雨水多，成熟期提前了。兰河
乡瑞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亚东，欢
喜溢于言表：“这几年通过秸秆还田、保护性耕
作，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预计今年亩产
能上1600斤至1800斤。”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秋时节，大江南北
处处是丰收的味道。

江西石城县高田镇新坪村，一垄垄梯田上
金黄的稻穗散发着清香。这段时间，为了确保稻
田不被野兽“造访”，村民陈明春每天深夜都要
拿着手电、带着播放鞭炮声音的小喇叭去田里
巡视三四次。

“今年我和老伴种的20多亩水稻收成不错。
县里为鼓励种稻，每亩双季稻有300元补贴，而
且还给买了保险，如果有病虫害或野猪破坏、旱
涝灾害等，每亩最高补偿400元，我们心里踏实
多了。”陈明春说。

“十四五”开局之年，五谷丰登来之不易。产
粮大省河南部分地区遭遇极端洪涝，秋粮生产
牵动人心；疫情和气象灾害等加剧国际粮食市
场波动，中国饭碗能否端得稳，直接关系经济社
会发展的压舱石是否稳固。

今年我国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地层
层压实责任，秋粮面积有所增加，特别是高产作
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在关键农时，农业农村部
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逐个区域、品种和环节加
强防灾减灾部署。河南秋粮受灾面积1100万亩，
截至9月中旬，绝收的525万亩地块约半数已完
成改种补种。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农资等价
格上涨，中央财政安排200亿元左右资金，对实
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今年国家还扩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同时，特别注重机收环节减损，确保颗粒归仓。

从生产、加工、流通到人们的餐桌，每一个
环节的用心，都是对收获的珍视，是对“粒粒皆
辛苦”的敬意。

粮稳天下安。今年夏粮和早稻实现增产，秋
粮丰收在望，为大国粮仓增添了底气，确保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也为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坚实支撑。

增收喜悦，在共同逐梦的汗水里

这几天，大连高新区龙王塘渔港特别忙。拂
面的海风中，卸货的渔船、穿梭的船工、采购的车
辆熙熙攘攘。带鱼、鲅鱼、鲳鱼、鱿鱼、鲜虾等品种
丰富，不少市民特意赶来挑选刚下船的海鲜。

“9 月 2 日，也就是今年伏季休渔期结束第
二天，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我维持秩序，嗓子
都喊哑了也高兴！”龙王塘渔港负责人张荣斌
说，今年禁渔措施落实得好，开渔之后不少渔船
的收获比往年翻番了。

渔船经营者王圣铭高兴地说，今年渔获物
品种多了，量也大了。“过去渔船出海，三四天回
来一趟；今年收获好，一两天就回来了。”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中实现稳定增收，在品质、品牌、市场方面做足
文章实现高质量发展，使这个丰收季节增添了
新色彩。

网络上，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
季活动渐入佳境。鑫果伴天猫旗舰店店主、“80
后”刘刚玉今年与聚划算合作，参加长江流域特
色农产品推广，主推四川蒲江特产红心猕猴桃。
去年他销售了500万斤红心猕猴桃，带动蒲江西
来镇福田村村民户均增收超千元。

“和以前从事互联网行业相比，最明显的是
没有周末了。如果我不在店里，就在去地里、去
仓库的路上。虽然辛苦，但我们推动标准化种
植、适时采摘、分级采购，带动乡亲们种好果子，
实现优质优价，更有成就感！”他高兴地说。

丰收之年，更盼增收。不少村民感慨，如今
大家不仅富了口袋，更富了脑袋——围绕市场
需求，发展全产业链，用好手机新农具、直播新
农活。观念的改变，带来更加深远的变化。上半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1%，高于城镇居民收
入增速3.4个百分点。

“让荒山野岭热闹起来，让群众腰包鼓起
来。”这是贵州省石阡县本庄镇岩门村的“90后”
青年鄢太坤的心愿。看到村里的老人孩子越来
越多、没人照顾，他毅然辞掉建筑施工工作，返
乡带动村民发展林下乌骨鸡养殖。如今他所在
的养殖专业合作社稳定发展，吸收了10多户脱
贫户入股，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昔日萧条
安静的山村，如今其乐融融。

天地之间，山乡巨变；百年时光，换了人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从吃饱

肚子、摆脱贫困，到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农村大地一派新气象。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
让人们更加坚信：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更美好

的生活就在前方！

民富年丰，在新征程的祝愿里

当人们欢庆丰年的时候，一些人正在路上，
为明天播种希望。

“为了普查
你们愿意翻山越岭
你们愿意走村串户
你们愿意披星戴月
……
被你们的踏实和努力感动
谢谢你们可以成为我的队友”
——这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蒋礼玲近日

发在朋友圈里的话，配图是队友们在青海海拔
四五千米的大山中寻访农户、收集种子的照片。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与淳朴的农牧民在一起，成
为山野间最动人的风景。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的一个普通片段，却是我国实现种源自主的基础。

有种子，就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
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起点上，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前几天刚下过雨，内蒙古通辽市小街基镇
的空气格外清新。在年近花甲的杜永滨眼里，这
个秋天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旺长着的羊草，还有
被喂养得毛色油亮的牛和大鹅。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科院研究人员鼓励
下，他在这里承包了3000多亩地，在盐碱地和沙
地上种起羊草。虽然第一年投入成本比较高，需
要两三年才能见效益，但他有信心：一次投入后

能稳定收益二三十年。
今年是播下草种的第三年，仅卖草种就收

入250多万元，打下的600多吨干草在大城市的
马场、牛场供不应求，自家的牛和鹅饲料钱也省
了。眼见羊草长得好，已经有不少村民跟着种。

“明年夏秋季节，我们这儿会更绿更漂亮，大
家的生活也一定更好。”杜永滨笑着说。蓝天白云
下，碧绿的草场围绕着村庄，更显辽阔与宁静。

沉甸甸的丰收，写在大地上，映在乡亲们心
里。那是一种不断丰盈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农村以前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通过建设美丽乡村，修上了水泥道，种了果
树，通了公交车、到县里就是十多分钟，各家门
口还有了垃圾桶……现在我们农村挺好，唯一
的问题就是取暖，如果能改成电取暖，不用生锅
炉，就更好了。”黑龙江省桦川县双兴村村民李
玉成质朴的话语，说出了千千万万村庄的变化，
也道出了乡亲们对未来的期盼。

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山水家园、心中的田园。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两
个一百年”在这里交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踏上新征程。人们同心协力，用科技的力
量描绘新的画卷，绵亘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出
新的活力。今天，在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人们寄
托最悠长的牵念，也向辽阔未来献上祝愿。

秋分当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
动之一在浙江嘉兴举行。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
浙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嘉
兴是红船起航地。“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
庆工农”。这个丰收节，对于所有中国人有着特
殊的意义。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让人民生活幸福是
“国之大者”。在希望的田野上心怀“国之大者”，
在新起点上秉承初心，不懈奋斗，乡亲们的日子
一定越来越红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乡村的
丰收，必将是民族的丰收！

（记者于文静、胡璐、王立彬、王建、蔡拥军、
陈春园、周楠、刘阳、俞菀）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收获，在希望的田野上
——写在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记者

“让乡亲们过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
的初心使命，共产党就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不
断交上好答卷。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
脱贫攻坚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不断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更大胜
利。”今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
市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考察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
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

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
刻，对于做好新时代的“三农”工作，举
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三农”新篇章，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文详见云邵阳新闻
客户端）

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李翔 刘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