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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安吉县鹤鹿溪村

稻花香里新“丰”景

中 秋 时 节 ，稻 浪 滚 滚 ，满 目 金 黄 。

浙江省安吉县鹤鹿溪村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背挺直、头抬高，一二三，走。”田

埂间，村“旗袍队”队员款款走来，形成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正在为迎接一年一度的中国

农民丰收节做准备。”排练间隙，队长向

笔者介绍，“旗袍队”队员超过 100 人，由

全村热爱文艺活动的妇女组成。眼下，

她们正商量把旗袍表演的镜头添加到

村里的丰收节宣传片中，向各地游客发

出邀请，共赏丰收之美、共享丰收之乐。

另一边，在田间穿梭的“主播”诸超

人正通过直播平台向网友介绍鹤鹿溪

村的富硒米：“我们村山清水秀，出产的

大米晶莹饱满，煮出来的饭软糯好吃，

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在村委会工

作的诸超人，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帮助村

民们推销农产品。他把全村青年组织

起来，通过网上直播、网络分销等方式，

为特色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并为增加

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出谋划策。

“年轻人往往有新思路。我们将农

产品做精做细，配上富有地域特色的包

装，既能增加经济效益，又能传播乡村

文化。”诸超人说，他们专门设计了特色

礼盒，将大米包装成受城市居民欢迎的

伴手礼，每斤能卖到 12 元。

鹤 鹿 溪 村 依 山 傍 水 ，自 然 条 件 优

越 。 农 业 是 村 里 的 支 柱 产 业 ，除 水 稻

外 ，全村还种植水蜜桃、葡萄、南瓜等

20 余种蔬果。村中心坐落着近代著名

书画家诸闻韵、诸乐三等名人故居，全

村 以 耕 读 传 家 为 古 训 ，富 有 深 厚 的 文

化底蕴。

希望的田野上，因为有了年轻人的

身影而更加生机勃勃。近年来，以诸超

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力量配合村“两委”，

在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弘扬优秀民俗上

精耕细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精准

发力，交出优异答卷。

“我们的果园一年四季都有果蔬产

出，发展采摘游是条很好的路子。”村党总

支书记、村主任李升阳说，每当应季瓜果

成熟，各地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时令

鲜果、感受田园风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在

采摘游的基础上，村里创新开发农事体验

特色活动，部分游客还在村里“承包”了一

小块田地作为亲子休闲基地，节假日带孩

子来种菜、割稻，体验乡村生活。

行走在鹤鹿溪村，村容整洁、村民

热 情 、乡 风 淳 朴 。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临

近，街道两旁，村民将特色农产品拿出

来展示售卖，门前黄澄澄的南瓜、番薯、

柿子点缀着家家户户的丰收年。村民

告诉笔者，全村还将举办农民运动会，

通过挑南瓜、割稻子等别具特色的比赛

项目，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吸引更

多游客参与。

近年来，鹤鹿溪村还大力推进村居

环境整治。“村集体从村民手中收购年

久失修的老屋进行抢修、保护，目前已

收购 13 栋明清时期建造的古民居。”李

升阳说，他们计划集中打造别具一格的

传统民居建筑群，同时配套建设旅游文

化广场，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江南传

统民俗。

（俞 莹）

河北省廊坊市

科技特派员“点苗成金”

“现在是育苗期防虫的关键阶段，我

们可以在番茄、辣椒等茄果类作物上覆

盖 30至 40目防虫网，同时根据害虫的不

同种类悬挂黄色或蓝色诱虫板……”日

前，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某农业科技公

司育苗基地内满目青翠，一株株蔬菜种

苗整齐排列，县农业科技特派员魏文亮

正在为农户讲解育苗管理知识。

苗株质量直接影响蔬菜产量，与农

户增收致富息息相关。2009 年，永清县

农业科技特派员的到来，给基地管理者

和当地农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农业

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解、示范指导，为育

苗基地解决了成活率低、病虫害严重等

难题，又通过入户面授、集中培训等方

式，帮助村民学习掌握先进的育苗技术

和种植技术。

农业科技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力引

擎。“在科技特派员的帮扶下，基地的育苗

成活率大大提高，嫁接类蔬菜苗成活率达

85%至 90%，带动周边 1000余家蔬菜种植

户获得丰收。”公司总经理杨坤说。

“农业科技特派员下乡是廊坊市打

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重要

举措。”廊坊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洪江介

绍，农业科技特派员以服务“三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懂技术的农业从

业者，也是有能力、有爱心的乡村振兴

帮扶者。

闫新治是该市派驻某农业开发公

司 的 农 业 科 技 特 派 员 ，由 他 培 训 推 广

的 鱼 菜 共 生 技 术 ，近 年 来 受 到 许 多 农

户 的 青 睐 。 走 进 玻 璃 日 光 温 室 ，一 侧

池 塘 中 鱼 儿 嬉 戏 ，另 一 侧 水 培 蔬 菜 长

势喜人。养鱼废水被输送至蔬菜管道

系 统 中 ，为 蔬 菜 提 供 可 吸 收 的 营 养 成

分 ，过滤后再输回池塘循环利用 。“与

传 统 种 养 手 段 相 比 ，鱼 菜 共 生 循 环 种

养 模 式 能 够 节 水 90%。”闫 新 治 介 绍 ，

“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产出的鱼

和 蔬 菜 具 有 较 高 的 附 加 值 ，既 节 约 劳

动成本又提高经济效益。”

除提供农业技术支持之外，农业科

技特派员还在产业发展模式方面为村

民们贡献“金点子”。

9 月 15 日，凌晨 4 点的固安县柳泉

镇板材村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将

鲜桃采摘、打包，外地前来收购的车辆

络绎不绝。入秋以来，板材村的鲜桃再

获丰收，每日发货量近 10 万斤，销往京

津冀区域市场。

“以前，我们种植桃树主要靠天吃

饭，收成不高也不稳定。如今每年收入

十 几 万 元 ，家 里 盖 了 新 房 ，还 买 了 轿

车。”已有近 30 年种桃经验的村民刘连

章告诉记者，农业科技特派员不仅向他

们传授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帮村里办起

了桃花艺术节。每年 4 月桃花盛开，大

批游客纷至沓来，春赏桃花、秋摘鲜果

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金钥匙”。

据 了 解 ，廊 坊 市 已 向 全 市 10 个 县

（市、区）选派农业科技特派员 742 人次，

引 进 新 品 种 176 个 ，推 广 新 品 种 种 植

41.3 万 亩 ，辐 射 带 动 18 万 余 名 农 民 增

收。这些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

大地上，把科技送进田间地头，成为全

面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军。

（毕 永 胜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王

赫）

湖南省炎陵县大横溪村

“五彩路”串起美丽乡村

湘赣边界，神农峰下，湖南省炎陵

县下村乡大横溪村迎来一年中最好的

收获季节。

9 月 14 日，笔者随村第一书记唐自

斌来到大横溪村。山岗上，前几天将黄

桃销售一空的村民，正在采摘黄金奈李

和猕猴桃，蜿蜒的红水河在他们脚下欢

快地流淌。

坐落在湖南最高峰神农峰脚下的

大横溪村，曾经十分贫瘠，沟深坡陡的

高山峡谷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为此，

对口帮扶大横溪村的炎陵县人武部引

导村民们，将目光瞄向近年来市场广阔

的黄桃、奈李和猕猴桃。

村红军医院旧址门前，村支书陈学

锋正带着村民进行网络直播。这名退

役军人出身的“兵支书”说，早上采摘的

奈李和猕猴桃，下午就能通过电商平台

销往全国。“中国农民丰收节快到了，电

商平台也将我们的直播间推送到更加

显眼的位置，这几天直播间人数明显增

多，订单不断增加。”

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水泥路向

山上走去，陈学锋介绍，这是今年县人

武部为村里新铺设的惠农路，两侧种满

了黄桃和奈李，村民们将其命名为“五

彩 路 ”。“ 我 们 采 取‘ 合 作 社 +基 地 +农

户’的模式运作，水果种植已经成为村

支柱产业。”

“ 从 前 村 里 不 通 电 、不 通 路 ，黄 桃

只能卖个‘萝卜价 ’，卖不掉的只能烂

在 地 里 。”正 在 田 里 忙 碌 的 村 民 黄 小

华说 ，“现在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我们

采 摘 的 黄 桃 直 接 被 开 车 进 山 的 客 商

收购 ，一亩地能有几千元收入 。”村民

黄 双 明 则 将 自 家 土 地 入 股 村 集 体 成

立 的 黄 桃 深 加 工 合 作 社 ，不 仅 每 年 定

期 领 分 红 ，自 己 还 在 合 作 社 上 班 赚 工

资。

3 年 前 ，电 线 架 到 大 横 溪 村 ，村 里

便 建 起 黄 桃 加 工 厂 ，将 当 季 来 不 及 销

售 的 鲜 黄 桃 加 工 成 饼 干 、饮 料 等 系 列

产 品 。 为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村 里 从 山 下

牵 来 了 网 线 ，联 络 电 商 网 店 将 黄 桃 系

列 产 品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实 现 采 摘 加 工

销 售 一 条 龙 。 唐 自 斌 说 ，随 着 黄 桃 深

加 工 产 品 越 来 越 多 ，产 业 收 入 也 越 来

越 高 ，村 民 有 了 更 加 稳 定 的 增 收 渠

道 。 这 其 中 ，黄 桃 蜜 饯 和 黄 桃 饼 干 颇

受 年 轻 人 的 青 睐 。 唐 自 斌 算 了 一 笔

账 ：“1 公 斤 黄 桃 加 工 成 饮 品 ，价 格 就

能 提 高 5 倍 ；加 工 成 黄 桃 蜜 饯 和 黄 桃

饼干，效益会更高。”

从 新 鲜 黄 桃 到 黄 桃 饼 干 、黄 桃 饮

品 ，小 小 黄 桃 实 现 了 华 丽 转 身 ，村 民

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里通了硬化

路、自来水，有了太阳能路灯，4G 网络、

广播电视信号全覆盖，几乎家家户户都

添置了小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

进山收购黄桃、奈李、猕猴桃的汽笛声

回荡在峡谷间，村民脚下的五彩路正是

今日的致富路。

（谭运平 陈新建 华 山）

在希望的田野上欢庆丰收
—从三地小康村发展新貌看我国“三农”工作新成就

9月中旬，贵州省龙里县湾滩河镇水稻成熟，田野镀金。图为羊场社区的农民在抢收稻谷。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日 前 农 业 农 村 部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继续秉

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

宗旨和“农民主体、因地制宜、开放创

新、节俭热烈”的办节原则，以“庆丰

收、感党恩”为主题，引导带动广大农

村地区和社会各界开展丰富多彩的

群众性庆祝活动，充分展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伟大成就，营造城乡共庆丰

收的良好氛围。

金 秋 消 费 季 体 验
“云”端逛展

随着邮票形状的钥匙拼嵌入《农

民丰收图鉴》，9 月 7 日，2021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正式启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以营销助农、

消费惠农、品牌强农为重点，推动各类

市场主体开展展示展销、直播带货、专

场 推 介 等 营 销 促 销 活 动 ，覆 盖 超 过

15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涵盖 60

余万种农副产品。电商平台也将通过

发放消费券、打折让利、流量倾斜等方

式，吸引广大城乡居民购物过节。

“帐篷影院”走进三江源

9 月 9 日，2021 中国农民丰收节公

益电影放映活动在青海省曲麻莱县巴

干乡拉开帷幕。

曲 麻 莱 县 地 处 三 江 源 核 心 保 护

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受自

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曲麻莱县长期

没有通电，牧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此次活动以“帐篷电影院”

的独特形式，为此前从未看过电影的

当地小学生、牧民免费放映公益电影，

同时培养建立牧民自己的电影放映

队，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

光影之窗。

惠农普法 送法下乡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今年 6 月 1

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首次以

法律形式确定“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

国农民丰收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丰收节期间，各地纷纷开展普法

惠农活动。安徽省铜陵市司法局组织

普法工作者、普法志愿者“送法”下乡，

围绕长江保护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相关法律知识，现

场解答群众咨询的法律问题。

（本报综合各媒体报道）

农民常说，“八月十五定收成”。粮丰仓实，硕果盈枝，既是广大农民一整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关系着“中国人的

饭碗”能否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月 23日，农历秋分，我们迎来全国农民的节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夏粮、早稻持续增产，秋粮生产形

势较好，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连的喜讯给

今年的节日增添了一分明丽色彩。

“三农”工作成果如何，广大农民最有发言权。透过下面这组来自乡村一线的镜头，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村民的美好生活，共享丰收喜悦。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