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水稻长势喜人，地里及腰高的稻秆鲜绿

健壮、籽粒饱满。我手里流转着 228 公顷的土地，

很快开始秋收，预计今年收成在 1800 吨以上，又

是一个丰收年！

这两年，农技专家手把手教我操作无人机洒

药应对虫情，农技推广站的测深施肥新设备更让

每公顷地增产 400 多斤。务农 30 多年，从只有一

垧地一大家子吃，到如今流转百顷农田连年丰收，

我种起地来更有底气了，也越来越爱这片土地。

将来，我要学习更多新技术，做好新农民，守好黑

土地！

——吉林省榆树市保寿镇红旗村农民徐禹庆

我们和村民合作社共建的再生稻高产技术栽

培示范基地里，禾苗郁郁青青，快到了抽穗的时

候，今年亩产有望创造新纪录。

这些年，我向农民推广普及新的水稻品种、管

培方法、生产装备，指导稻虾综合种养提升效益，

看到农民有好收成，我打心底里高兴。从事农技

推广工作 33 年，我见证了洞庭湖区粮食丰产、农

民增收。我要和村民们继续一年年干下去，不仅

做到水稻丰产，还要研究米质提升，让大家吃得安

全、吃得放心！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

广中心农技员龚道云

在驻村工作队帮扶和市里资金援助下，2019
年，我家立起了自己的葡萄大棚。头一年阳光玫

瑰就卖了 1 万多元。今年葡萄再获丰收，价格也

很好，估计能有四五万元的收入。

我们这里晴天多、光照条件好，我打算再平整

一些土地，建好蓄水池，再整上几亩，还要多向其

他大户学习、多向农技员请教。

葡萄树就是我家的致富树，树越长越高，日子

也越来越好！希望农民朋友都能富起来！

——四川省西昌市巴汝镇河边村农民李正林

9 月中旬，固城湖螃蟹已进入第五次蜕壳尾

声阶段，也是最后一次蜕壳，目前，螃蟹长势良好、

规格增大。

我们联社有养殖户 3218 户、养殖面积 13.68
万亩，跨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泰州五市，带动农

户 10 万多户。这些年通过走规模化、生态化养殖

的路子，亩均效益不断提升。今年合作联社进一

步拓宽了销售渠道，让螃蟹产得出也销得好。丰

收在望，前景可期！

——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理事

长邢青松

这两天，村里正热火朝天地加工青贮玉米饲

料。村民们说，今年青贮玉米长势很好，要抓紧加

工完，多养几头牛。

养牛缺饲草，一直制约着我们养殖产业扩大

规模。青贮饲料在贮存中能散发出牛羊喜食的味

道，并且更有利于牛羊吸收。这两年，在兰州大学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村里利用山坡撂荒地种植

玉米、苜蓿等旱作饲料作物 2.3 万亩，配备铡草揉

丝机等设备，建成青贮饲料加工厂。村民们都成

了生产加工青贮饲料的行家里手，预计今年全乡

可加工青贮饲料 3.5 万吨。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峡门回族乡白杨沟

村第一书记赵国强

（本报记者刘以晴、申智林、王永战、姚雪青、

王锦涛采访整理）

■话丰收R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菽卷起千层浪。这是希望

的田野，这是丰收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

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建党 100 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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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农业丰收具有特殊重要性，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有力支撑。

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9 月 23 日，农历秋分，

我们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3 年来，丰收节逐

渐成风化俗、深入人心，成为亿万农民自己的节日、中

华农耕文明的符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窗口。

丰收画卷——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

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
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扛起粮食安全的责任，坚决打好

耕地保卫战和种业翻身仗，中国丰收的画卷越来越

壮美。

走进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巴音塔拉镇大哈拉村种粮

大户张占东的玉米地里，饱满的果实缀满秸秆。“我今

年种了 200 亩玉米，亩产能到 1100 斤，大丰收呀！”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给粮食丰收创造了制度

条件。

既要疫情防控常态化，又要稳产保供，丰收来之

不易。

“今年春耕期间，找农业帮手的工资、农资成本都

涨了。不过，政策好，提高收购价，还给种粮补贴、虫情

防控补助，满打满算，我的家庭农场流转的 400 亩水稻

今年增产又增收！”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李春风

农场的大田里，水稻泛着金黄，老李告诉记者。

今年是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一年，各地下大

力气整治“非农化”“非粮化”，复垦撂荒地，千方百计挖

掘粮食面积潜力，早稻种植面积增加，秋粮面积稳中有

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为全年粮食夺

取丰收夯实了基础。

吉林省大安市四棵树乡事必特家庭农场，稻浪翻

滚。农场负责人刘旺成说：“受气候影响，水稻插秧比

往年延后一些，通过人力物力及时投入，硬是把进度赶

了出来。”在吉林全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 1250
万亩左右。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

全国秋粮种植面积超过 12.9 亿亩，大部地区秋粮作物

生育进程正常，土壤墒情适宜，病虫防控到位，作物长

势良好，丰收基础好、基本面好。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持续发力，粮农种粮积极

性不断提高。

政策精准“滴灌”，丰收的庄稼拔节生长。

“ 今 年 双 季 稻 种 了 150 亩 ，收 益 很 好 ！ 早 稻 那

会，每亩打 1000 多斤，湿稻地头价格达到每斤 1.05—

1.11 元 ，干 稻 价 格 达 到 1.29 元 。”安 徽 省 庐 江 县 郭 河

镇的种粮大户王士照说。为推广双季稻种植，庐江

县对双季稻种植户每亩补贴较单季稻提高 20％，50
亩 地 以 上 的 双 季 稻 种 植 户 ，早 稻 每 亩 补 贴 再 增 加

100 元。

一季度，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小麦病虫防控

资金近 30 亿元，支持开展病虫统防统治，累计防治面

积超过 10 亿亩次，病虫损失控制在 5%以内。进入 4 月

份，化肥、农药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中央财政及时

安排 200 亿元补贴粮食生产。6 月初，河南新麦开秤价

每斤 1.18—1.2 元，比去年高 8 分钱到 1 毛钱。截至 9 月

15 日，主产区累计收购夏粮 6091 万吨，同比增加 260
万吨。

政策焕发了亿万农民的干劲。目前，秋粮丰收在

望，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将继续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

丰收成色——
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

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地在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砥砺奋进，农

业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丰收的成色越来越足。

——从会种地迈向“慧种地”，农业装备水平不断

提高。

在四川省旺苍县黄洋镇太阳村的稻田里，收割机

来回穿梭，粮农崔连中抓住晴好天气抢收稻谷，“90%
以上稻田实现机械化操作，1 亩地大约 1 个小时就能收

完，还能节约成本 500 元左右。”

今年春耕，全国投入春季农业生产的植保无人机

超过 3 万台，“北斗”定位无人驾驶拖拉机及配套精准

作业农机具超过 2 万台套。今年投入“三夏”麦收的联

合收割机超过 60 万台，农机总投入量达到 1650 万台。

目前，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全

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率均超 8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71%。

机收减损，成了粮食丰收的“隐形英雄”。

“过去，人工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损伤率要在 3%
左右，原因就是拐弯处判断不精准，车轮会碾轧小麦。”

天津旺达农机服务合作社负责人刘占义介绍，“通过提

前测量、设置好相关数据，实现了精准收获，拐弯处小

麦损伤率降低到 1%。”

机收减损 1 个百分点，可挽回 25 亿斤粮食，相当于

新增 300 万亩面积的产量。今年黄淮海地区小麦机收

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2%以内，较常年降低约 1 个百分

点。全国夏收降低机收损耗效果显著，机收减损率控

制在 2%以内。

——打好耕地保卫战，打好种业翻身仗，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

走进吉林省公主岭市黑林子镇红岩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种植基地，125 垧玉米挺着粗壮的“腰杆”。合作

社理事长苏东红说，这几年，合作社一直采用秸秆还田

翻压的种植方式，保水、保肥、保墒的同时，还可以让秸

秆腐烂增加黑土层。目前，合作社每年可增加一厘米

黑土层，每垧地可增产 2000 多斤。

据了解，吉林已有超 2800 万亩黑土地采取保护性

耕作，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1/3，到 2025 年力争覆盖 70%
适宜耕地。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凤春表示，“十四

五”期间吉林粮食产量有望再上新台阶，预计年产可达

800 亿斤。

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8 亿亩，到 2022 年将

建成 10 亿亩。

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粮主要用上中

国种，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牢。

“一粒好种，千粒好粮，这块大田平均亩产高达

510.5 公斤！”5 月，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镇白雀

村，上百亩优质小麦“绵麦 902”现场测产，这是由市农

科院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不仅产量高，而且表现出良好

多抗性。

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

选 育 品 种 面 积 占 95%以 上 ，为 农 业 现 代 化 注 入 强 劲

动能。

丰收动力——
解决好“三农”问题，根

本在于深化改革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中国农村改革的

动力越来越强劲。

——坚持新发展理念，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青贮玉米产量高，收益好，咱这奶牛场直接收购，

一亩地就 1500 多元，今年承包 60 亩，收入妥妥 9 万元

以上……”在河南省宝丰县石桥镇田庄村，致富带头人

杨太河念着他的“绿色经”。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成了乡亲们欢迎的致富路。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化肥减施增效、绿色防控和

果菜茶有机肥替代等绿色生产行动，全国农药和化肥

使用量连续 4 年负增长。2020 年，水稻、小麦、玉米三

大 粮 食 作 物 农 药 、化 肥 利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40.6％ 、

40.2％，比 2015 年提高 4 个和 5 个百分点。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走质量兴

农之路。

“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稳粮增渔、粮渔双赢。”在吉

林省双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稻渔综合种养示范

区，公司负责人崔晓平介绍：“稻蟹共生种养，既改善了

水质条件，又大幅度提高稻谷的质量。”近年来，松原市

年推广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7.2 万亩。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近日，广东省封开县长岗镇珍爱农场的销售店各

地客户订购电话响个不停。今年，珍爱农场免费提供

200 多株自己培植的封开油栗种苗给种植户种植，帮

助附近 20 多户农户代销封开油栗。2020 年，封开县油

栗 产 量 1.677 万 吨 ，产 值 50310 万 元 ，带 动 种 植 农 户

1800 多户。目前全县油栗种植面积已达到 13.25 万

亩，今年产量预计将达 1.8 万吨。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围绕农民增收持续发力，上

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248 元，实际增长

14.1%，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国农民正在奋力推进乡

村振兴，阔步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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