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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丰收节，又是一年丰收时。
站在新的丰收起点，叩问大地，什么是丰收？
有人说是田野的金黄，稻穗低头粮满仓；有人说是

河湖的欢腾，蟹黄虾肥鱼满船；有人说是风中的微甜，
琳琅满目瓜果飘香……

但这只是丰产，还不是丰收的全部含义。物品的
丰饶，收入的丰裕，才是丰收真正的内涵。一定要让农
民的钱包鼓起来，让农民的脸上笑起来，这样的丰收才
有意义。农民的微笑，才是丰收最美的味道。

所以，这次丰收节，党中央要求农民节日为农民、
农民节日农民办。各地要丰富节庆内容，创新节庆形
式，营造节庆氛围，走进田间地头、农民生活、群众心
里，贴近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风民俗，充分展现农民
风采，歌唱农村美景，弘扬农耕文化，激发农民活力，推
动农业发展，助力农村振兴。

站在新的丰收起点，眺望田野，“三农”工作已进入
新阶段。如今，“三农”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深刻转

变。
农民，不再只是传统农民，而是

涌现出很多新农人，他们有了新身
份，家庭农场主、种植大户、合作社

理事长等等。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农人不
仅有爱农情怀，还有技术、有资金，更重要
的是，他们拥有传统农民不具备的市场渠
道和品牌意识。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口粮
的供给，而是想把每一粒稻谷每一棵果蔬

都转化成商品，贴上健
康的标签。他们已经是

商品生产者，是规
模企业主，是名

副其实的市
场主体。

农 业 ，
不再是脸朝黄土
背朝天的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不
再是一年四季忙
碌不停的躬耕不

辍，而是构建起“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的
产业链，已经在用“工业锅”炒“农业菜”。新农人做农
业，做的是投资，讲的是回报。他们会精心包装农产
品，做成伴手礼，想方设法进超市，加入市场经济大循
环。他们还会积极创建品牌，扩大产品影响力，谋求更
大附加值。

农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在国家政策加持和社
会多方助力下，传统村落已经焕发新姿，成为农文旅产
业融合的主阵地、“两山”理念转化路径的试验场。所
以，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
中国”。“千万工程”是“两山”理念在农村的成功实践，
是指引当下农村发展的根本遵循。它虽发于一隅，然
迅即花开遍野，以其涵养的普遍规律，不仅重塑村庄面
貌，再度定义村庄价值，还溯源乡村文化回归，继而反
哺乡村经济升级。中国乡村在这种先进理念导引下，
正焕发全新姿态。

站在新的丰收起点，回望过去，“三农”成就辉
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我国农村面
貌翻天覆地，农民收入逐年增长，农业发展转型升级，

“三农”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产量连续多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更为
重要的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前10年实现减贫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世界范围
内消除贫困做出历史性贡献。我们理应为中国“三农”
巨变点赞，为农民丰收欢呼。

站在新的丰收起点，思索未来，“三农”还有哪些
短板？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农村现代化。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农民
追求农田最大收益无可厚非，但非粮化非农化怎么解
决？如何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协调好产粮区与产
销区的利益显得非常迫切；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如何破
除现实社会的二元结构？小农户与大农业的发展瓶
颈、城乡资源要素流动、进城农民公共服务获取等等，
亟需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这些农村建设中的矛
盾，农业发展中的瓶颈，农民增收中的短板，都需要靠
改革来消除。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度关注农村改革，为

“三农”工作谋划未来，为乡村全面振兴寻找新动能。
站在新的丰收起点，农业大省湖北还需哪些作为？
我们要厚植爱农情怀，凝聚乡村全面振兴力量。学

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农民群众急难愁盼，关注乡村
振兴重点难点，深入基层问需于民，为农民办好可感可
及的实事，使其有更多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我们要整合要素资源，做好优质农产品供给。建设
荆楚粮仓，做好“地”和“种”的结合文章，建设高标准农
田，选用优质品种，采用先进装备，推广先进技术，稳步提
升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将江汉平原建成稳产高效的粮油
基地，实现粮食丰产丰收，带动更多农民走技能丰收、技
能致富之路。

我们要推进产业发展，擦亮农业品牌，要做好品质
和品牌的结合文章，规划建设农业产业园区，培育市场
主体，加快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生产优质农产品，打
造农业品牌体系。

我们要建设和美乡村，要做好建设和管理的结合
文章，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改善公
共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发掘乡村艺术、
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活态文化，将乡村民俗文化、人
文精神与现代要素、时尚元素相结合，用好民族民俗文
化、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新时代农民精
神风貌，晒出乡村幸福生活。

我们要完善基层治理，要做好经济和文化的结合
文章，既要体现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增长的硬实力，又要
发掘优秀农耕文化引导农民行为的软实力。

丰收是欢庆，更是号角。让
我们在农历秋分时节，与
农民携手起舞，在田野
高歌，让我们把目光更
多聚焦“三农”，让全
社会更多帮扶“三
农”，让乡村全面振
兴、农民共同富裕早
日成为现实。

9月22日，第七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不见不散！

稻田泛起金黄，放眼望去一派丰收景象，宛若一片金色的海洋。（钟国庆 摄）

□ 湖北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