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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9月23日电（记者 周润健）
暑退秋澄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均长。北京时间9
月23日14时50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
此时节，稻浪起伏翻滚，又是一年好“丰”景。

和春分一样，秋分时阳光几乎直射赤道，
阳光平分在南北两半球，昼夜长短再次相等。从
这天开始，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推
进，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
越来越少，散失热量多于吸收热量，凉意渐浓。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说，古人有
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
俗，相关风俗活动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
坛，说明古时秋分在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位置。

秋分祭月的古俗起源很早，以致今天只
能从古籍中看到零星记载，先民们在秋分这
一天摆起香案，敬上供品，祭祀月神。

由国庆表示，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
期相对固定，以秋分为例，它在公历中的日期
只会在9月22日、23日和24日这3天变动。
秋分在农历中的日期却并不固定，一般在农
历八月十五前后，由于闰月的关系，秋分还可
以出现在八月初至八月末这段时间。

假如秋分在农历八月末，那么就很难看到
月亮了。祭月而无月，难免会留下些许遗憾。于
是先民们就选择了秋季的第二月，即“仲秋”，
也就是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来祭月，这样就保证
了天上的那轮圆月，这一习俗也逐渐演变成为
固定的节日，称为中秋节。这样一来，中秋节成
了重要节日，而秋分仍是个节气。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如果说芒种凝聚了
播种的辛劳，那秋分就见证了丰收的喜悦。
2018年国家把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今
年秋分日迎来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愿所有
人在秋高气爽、桂花飘香的季节都有满满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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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陈冬书 陈春园 杨静 水金辰

天道酬勤 不负耕耘
——写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9月23日，一位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北
京先农坛耤田内体验收割稷。当日，“2023先
农坛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季”秋收活动举行。
在北京先农坛内的耤田里，活动参与者体验
农作物收割，辨识五谷，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
化。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9月23日是秋分，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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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之不易的丰收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9月23日14时50分秋分：

风吹稻浪好“丰”景

先农坛里体验秋收

▲9月18日，在黄山市歙县阳产村，村民在
晒场上晾晒农作物（无人机照片）。金秋时节，在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及黄山市歙县深渡
镇阳产村，“晒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晒秋”
是皖南地区传统习俗，由于气候潮湿，当地村民
利用晴好天气，将农作物集中晾晒。五颜六色的
农作物被拼成精美的图案，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观赏。 新华社发（樊成柱 摄）

皖南古村“晒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