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话 丰 收 同 享 喜 悦

图图①①：：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九畹溪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九畹溪

镇穿心店村镇穿心店村，，村民在翻晒收获的玉米村民在翻晒收获的玉米。。

王王 罡罡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洼子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洼子

高家村高家村，，农民在分拣农民在分拣葡萄葡萄。。

梁孝鹏梁孝鹏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

村民在抓稻田鱼村民在抓稻田鱼。。

杨武魁杨武魁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

牛角村牛角村，，游客在体验小火车游客在体验小火车。。

徐江海徐江海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⑤⑤：：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

八分村八分村，，水稻喜获丰收水稻喜获丰收。。

江建兴江建兴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稻 黍 金 黄 ，瓜 果 飘 香 ，第 七 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华

夏大地，人们庆丰收、话喜悦。东

北平原，稻浪起伏，来自黑龙江省

肇东市涝洲镇种粮大户王瑞昌家

的稻子大部分已被预订。中原粮

仓，沉甸甸的玉米穗咧开了嘴，河

南农业大学麦玉科技小院扎根田

野，让乡亲们挑上“金扁担”。浙江

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新宇村

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方泳，谋划发展

乡村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

力。四川省通江县蜀绣非遗传承

人冉建华，带动更多姐妹绣出幸福

生活。喜悦的笑脸、辛勤的身影、

满满的收获，共同织就一幅大美丰

收图。

来之不易的丰收，凝聚了亿万

农民的辛勤汗水。悠悠万事，吃饭

为大。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农民

群众抓农时、强田管，有效应对去

冬今春雨雪寒潮、春季病虫害、夏

季干热风、洪涝、干旱等不利影响，

今 年 夏 粮 产 量 2996 亿 斤 ，比 上 年

增长 2.5%，早稻生产保持稳定，交

出 了 一 份 分 量 十 足 的 丰 收 答 卷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实行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生产开创新局

面 。 2023 年 粮 食 产 量 达 到 13908
亿斤，比 1949 年增长 5.1 倍。连年

丰收，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

红红火火的产业，承载着亿万农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延安苹果、来

宾甘蔗、柞水木耳，一个个特色产业

成为致富产业。黑龙江蔓越莓、吉林

蓝莓、贵州抹茶……越来越多的农产

品火爆出圈。乡村咖啡、星空露营、

科普研学等新产业新业态拔节成

长。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产业价值链

越拉越长。目前全国已累计建设 18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

超过 4.6万亿元，辐射带动 1000多万

户农民，彰显地域特色和乡村价值的

产业体系不断构建。

和和美美的乡村，托举起亿万

农民稳稳的幸福。出行通了硬化

路，家里通了自来水，手机成了新

农具，“村晚”“村超”精彩纷呈，农

民腰包变鼓，日子好了，精神生活

丰富了，生活更有奔头。各地区各

部门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把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水平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点任务，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效。

春华秋实，辛勤耕耘。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我们一定能绘就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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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来宾来新宇村赏花、赏

月，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跟我一样扎根

乡村、点亮乡村。”丰收节前夕，浙江省

“千万工程”讲解员技能比武大赛现场，

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新宇村的农业

职业经理人方泳的讲解赢得满堂掌声。

“我是学农业的，当上乡村‘CEO’，

就是要让农业越来越有奔头。”方泳坦

言 。 从 金 华 农 校 毕 业 后 ，他 先 后 搞 养

殖、种粮食、领办农企，积累了不少产业

经验。2019 年，方泳报考了省农广校组

织的浙江农林大学农业领军人才班，学

习营销管理知识。两年后，他从近 400
人中脱颖而出，应聘到新宇村，在乡村

舞台大展身手。

站在新宇村丰稔桥上眺望，荷叶田

田、稻浪翻涌。走进“奶奶工坊”，71 岁

的村民戴洪香一边跟老姐妹聊天，一边

剥着莲子。“一年采莲季干 4 个月，其余

时间参与手工围巾和抱枕制作，奶奶们

在家就能挣万把块钱。”工坊负责人伍

林杰说。

“ 好 风 光 如 何 转 化 为 美 丽 经 济 ？”

2021 年正式入村后，方泳与村干部一次

次碰撞思路，寻找强村富民的有效路径。

“最强外脑”接入乡村，充分释放专

业优势。方泳对新宇村几大产业板块

进行了梳理，进一步明确了“高效生态

农业”的发展定位。

与 7 所高校合作开发挖藕研学，依

托产业链条开设共富工坊、直播间，吸引

年轻人办起村咖……立足高效生态农

业，丰富乡村业态，唤醒沉睡资源。“资源

整合过程中，我们不仅做加法，更要做乘

法。”方泳介绍，新宇村还联动运河街道

北部的双桥村、戚家桥村和杭信村，共同

开发乡村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一条资

源共享、协同发展的“乡村共富带”。

产业活力奔涌，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发

展动力。为解决游客停车难，村民们主动

把自家门口腾出来给游客停车。李伯伯

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国叙是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他说：“10月份，村里有挖藕捉鳖研

学活动，我家农场也将向游客敞开大门。”

去年，新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273 万元，180 多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 。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地 、共 同 富 裕 示 范

地、大学生矩阵旅游网红打卡地，正擦

亮新宇村的新名片。

丰收节前夕，方泳又带着强村公司

的员工们捣鼓起了乡村短剧。“最近我们

的‘新宇藕像剧’挺受欢迎，这为我们吸引

流量、转化留量提供了新思路。”方泳说。

在临平区，已有 12 位职业经理人活

跃在村庄。“农业职业经理人作为乡村

运营管理高级人才，能够综合运用各类

要素并导入乡村，统筹推动农业高质高

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临

平区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科长蒋凤

至表示，今年全区把农业职业经理人作

为 重 点 培 育 对 象 ，纳 入 乡 村 经 营 管 理

“新农人”矩阵，下一步还将不断完善农

业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监督机制，更好激

活乡村发展活力。

2019 年 4 月，农业经理人被纳入国

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

职业。2020年至 2023年，全国累计培养

农业经理人 4.09万人。一批农业职业经

理人、乡村运营官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

“最强外脑”，有效激发乡村发展新活力。

农业职业经理人方泳

“让农业越来越有奔头”
本报记者 郁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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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丰收时节。水稻卷起千

层浪，淡淡稻香扑鼻来。黑龙江省肇东

市涝洲镇稻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瑞昌手扶稻穗，仔细查看水稻成

熟度。

头戴草帽、双脚踩泥、面庞黝黑……

今年 55 岁的王瑞昌保留着每天去田里

的习惯，“不去看看，放心不下田里的

‘金稻子’。”务农 30 多年，王瑞昌是村里

种粮的“老把式”，种出的大米不仅口感

好，而且香气扑鼻。看着田里已经进入

成熟期的水稻，王瑞昌微笑着说：“这些

稻子大部分已经被预订出去了，预计今

年又能顺利地丰收到手。”

好稻子离不开好种子。经过多年探

索，今年王瑞昌选取“龙稻 18”“五优稻 4
号”“龙稻 16”等优质品种进行绿色种植，

提升大米品质，这也是他家稻米还没收

就被预订的关键。近年来，他积极推动

合作社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培

育优质水稻新品种。今年以来，王瑞昌

已对 30 多个水稻新品种进行了栽培试

验。“用上好种子，种出好粮食，年年喜丰

收，是咱农民的心愿。”王瑞昌说。

良种落地，良法增效。经过实践，王

瑞昌探索出“有机肥+酒糟+豆饼+米糠”

的施肥模式，提高了土壤肥力，同时也能

让产出的稻谷籽粒更加饱满。合作社水

稻全程使用绿色防控技术，通过人工除

草、物理杀虫等措施防治病虫害。

王瑞昌在 2012 年牵头成立了稻香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将自己的水稻种

植经验向村民推广，带领大伙儿一起增

收致富。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 127 户，

水稻种植面积 17500 亩。“不少村民将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我们对连片土地开展

机械化种植，对流转土地的村民进行分

红。”王瑞昌说，“要富就带着村民一起

富，这样大伙儿的日子才更有盼头。”

“种出好粮，也要卖出好价，这对我

们来说是个挑战。”合作社成立以后，王

瑞昌给大米注册了商标，打造了品牌，

为了卖好大米，他天南海北到处推销。

王瑞昌回忆，几年前的一次推销会上，

他将自己生产的大米与其他品牌的大

米采用相同的方法烹煮后请评委品尝，

他生产的大米得到评委一致认可。通

过参加推销会，加上抢抓大型展会、互

联网等平台，一条又一条销售渠道被搭

建起来，大米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现

在，合作社产出的大米大部分通过订单

形式销售，每年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 300 余吨。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提高机械化水平，加大销售推广力度，提

升品牌价值，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谈及下一步的计划，王瑞昌信心满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

步增长，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39 万亿

斤，连续 9 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到 493 公斤，中国饭碗端

得稳稳当当。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瑞昌

“年年喜丰收，是咱农民的心愿”
本报记者 邓剑洋

秋高气爽，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椹

涧乡瓦屋刘村的玉米地里，金灿灿的玉

米穗随风摇曳。“你瞧，这玉米棒又大又

饱，穗粒数都超 500 粒了，亩产量估摸能

到 700 公斤。”站在田埂上，种粮大户刘

建锋的话语中透着满满的兴奋。

“今年的丰收，多亏了河南农业大学

麦玉科技小院带来的新技术。这是小院

推广的‘MY73’抗逆耐密玉米，配上宽窄

行增密种植技术和轮作养地，增产妥妥

的。”刘建锋指着马上要收的玉米介绍。

麦玉科技小院是由河南农业大学农

学院牵头，依托建安区建之峰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和河南禾青农业有限公司一

起创办的。2022 年科技小院成立之初，

许多农户对这些“学生娃儿”心里没底。

“头回搞培训会，也就二三十个人来，大

家对我们还不太信任。”河南农业大学博

士研究生王山聪回忆，“不过咱没灰心，

想方设法下地给乡亲们解决实际问题，

示范田也种出个模样儿，让大家看看。”

过了几个月，小院的示范田显出了

效果。看到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村民

们很是服气。有一天，村民刘鹏跑到小

院，着急忙慌地问：“俺地里玉米叶子上

咋长了那么多黄点点？”王山聪赶紧跟着

跑到地里，看后判断玉米得了南方锈病，

当场给出了治疗办法。没几天，刘鹏家

玉米的南方锈病控制住了。这事传开

后，走进小院寻求帮助的村民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麦玉科技小院已给 3000
多名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服务的土地面

积超过 5 万亩。“科技小院的‘学生娃儿’

成了乡亲们的好帮手。”麦玉科技小院实

践服务团负责人胡心如说。提起科技小

院，刘建锋忍不住夸赞：“以前咱靠天吃

饭，现在有了科技小院，他们教咱怎么

种、怎么防病，这丰收眼瞅着就来了！”

科技小院不仅是乡亲们的求助好

去处，也是学生们的田野课堂。“株高

2.05 米，穗位长 78.5 厘米，茎粗 22.1 毫

米，玉米长势不错，今年产量估摸着能

上个新高。”胡心如麻利地记录着数据，

她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玉米密植和播

期优化。“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

实验成果，还是帮助农民增产的依据。”

胡心如说。

“科技小院实则不‘小’，在咱们国家

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大局里，能

有大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

大学校长周卫介绍，目前学校在全省建

了 24 个国家级科技小院、9 个校级科技

小院，覆盖 30多个县市，100多名老师和

1000多名学生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扎

根田间、服务农民，科技力量和人才向田

野汇聚，随着更多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

应用，乡亲们丰收的底气越来越足。

目前，全国已有 157个研究生培养单

位积极参与，牵头建设了 1800多个科技小

院。2700余名研究生指导教师和产业专

家、1万余名研究生投身科技小院的建设

和运行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科技小院实践服务团负责人胡心如

“今年产量估摸着能上个新高”
本报记者 常 钦

“这幅作品是为丰收节准备的。”晕

针、飘针、滚针……51岁的冉建华坐在工

坊里，对照着设计图案，手腕轻轻摆动，

一挑一带，金色的丝线在布面上留下流

畅轨迹，一根金黄色的麦穗逐渐成形。

冉建华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杨

柏镇天平寺村人，也是巴中市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蜀 绣 代 表 性 传 承

人。她说：“这样一幅作品一个绣娘要

绣上七八天，定价在六七百至上千元不

等。去年丰收节的作品反响不错，姐妹

们绣起来更有劲了。”

今年丰收节，通江县将举办为期 5
天的“非遗话丰收”活动，冉建华也会带

着姐妹们的作品亮相。

蜀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2006 年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说起学习蜀绣的经历，冉建华告诉记

者：“我从小就跟着奶奶学绣花，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那是蜀绣，就是打心底里喜欢，

绣得不好就拆了重绣，直到绣完才睡觉。”

20 年前，冉建华赴成都拜师学艺，

系统学习蜀绣技艺。“蜀绣最大的难度

在于针法，有 120 多种，要求针脚整齐、

线片光亮、紧密柔和。”由于有一定的刺

绣基础，加上刻苦钻研，冉建华的蜀绣

技艺日渐精湛，2023 年，她被评为“四川

省省级乡村工匠名师”。但冉建华不满

足于此，“我想传承推广蜀绣技艺，带动

更多姐妹绣出幸福生活。”

“简单的绣法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只

靠业余制作也不能形成产业规模。”2015
年，冉建华入驻通江县创新创业孵化园，

成立公司，开始做专业蜀绣。公司成立

后，冉建华开班免费教授蜀绣技艺，至今

已培训绣娘 5850 余人次。“学员掌握蜀

绣技艺后可在家里做绣品，公司负责回

收、销售。常在公司做工的姐妹现在有

80多个，都是灵活就业。”冉建华说。

通江县毛浴镇浴江村村民李雪梅就

在冉建华的工坊制作蜀绣作品。“利用在

家空闲的时候绣蜀绣，每月能挣两三千

元，还不耽误照顾孩子。”李雪梅说。

在通江，“非遗+旅游”“非遗+研学”

“非遗+文创”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通江县文化馆非遗部负责人徐莉介

绍：“目前全县拥有非遗项目 99 项，已推

出巴山剪纸、蜀绣、根雕等 50余类 100余

种文创产品，建成 8 家文创产品示范店，

成立文创企业 10 余家。依托非遗工坊，

就近吸纳务工人员，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农业农村部已分 7 批认定 188 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会同有关部门

印发《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

导意见》，指导各地挖掘培育一批乡村

传统技艺技能人才，设立一批乡村工匠

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活态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蜀绣非遗传承人冉建华

“带动更多姐妹绣出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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