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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淅川丹江大观苑，渔民摆下
“千人宴”品尝全鱼盛宴，庆祝丰收 累累累8

特约记者 高帆 摄

9月1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在内乡县 镇举

行，200多名脱贫致富的农民选手分别参加了抢运丰收粮等7个趣
味项目的比赛 累累累6

特约记者 樊迪 摄

丰收节掠影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

农民设立的节日。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广大农

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

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决定，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设立中国农民

丰收节。

“这个节日可不是一般的节日，

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

节日，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

动体现。”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

民丰收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韩长赋表示，一是有利于进一

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营

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

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镇振兴战

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二

是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

幸福感、获得感，顺应了亿万农民的

期待；三是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

耕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可以让人

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

寻找归属，可以汇聚人民对那座山、

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从而享

受农耕文化的精神熏陶。

“设立这个节日，无论从政治上、

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社会进步上，

都具有重要意义。”韩长赋说，经过深

入调研和研讨，普遍认为设立中国农

民丰收节十分必要，而且实施的基础

和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我国古代就有庆五谷丰登、盼

国泰民安的传统，很多地方也举办

了具有特色的农事相关的节庆活

动，而且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

续增收、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具备

了充分的发展基础。同时，市场有

需求，广大市民有回归乡村、参与农

事体验、品味农村情调的需求和田

园梦想。

为何把每年秋分设立为“中国

农民丰收节”?韩长赋介绍，丰收节
和农事传统密切相关。从节气上

看，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秋分时节

硕果累累，最能体现丰收。从区域

上看，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

地收获的时节有所不同，但多数地

方都在秋季。从民俗看，我国有十

几个少数民族有庆祝丰收的传统节

日，大多都在下半年。在国家层面

设立一个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庆丰

收的节日，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和睦团结和发展。

这是第一个农民的节日。近

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文

明办等 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组织
实施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

的通知。韩长赋强调，办好这个节

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因地制宜
办节日、坚持节俭热烈办节日、坚持

农民主体办节日、坚持开放搞活办

节日。要用开放思维办节日，组织

开展亿万农民庆丰收、成果展示晒

丰收、社会各界话丰收、全民参与享

丰收、电商促销助丰收等各具特色

的活动，还要举办各种优秀的农耕

文化活动，让全社会、全民都感受到

丰收的快乐。

最后，韩长赋表示，我国是农业

大国，农民最多、民族众多、地域辽

阔、农事品类最全。所以，中国农民

丰收节一定会办成世界上最有特

色、最有人气、最为丰富、最有影响

的农民节日。累累累6
（综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解读中国农民丰收节

提升农民荣誉感 助力乡村振兴

40年逐梦前行，40年砥砺奋进。
40年来，南阳农民乘着改革开

放的浪潮，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南阳也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大市到

现代农业强市的华丽转身。

农业增效。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粮食总产由42亿斤增
加到114亿斤，连续6年突破100亿
斤。粮食连年丰收，也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条件。我市成功创

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市，农产品加工业年产值近

1400亿元。
农村增美。市政府出台《南阳市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意见》，着力

解决农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乡村绿化工程等问题。各乡村

以原始生态为背景，全面融入开放

理念，朝着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

村一景的目标迈进，富美乡村的幸

福味道呼之欲出。

农民增收。坚持“外转内调、多

元增收”战略，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217元增加到12718.4元，农民
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城乡差距不断

缩小。累累累8 （本报记者 胡楚强）

本报记者 阎亚平 张松

通 讯 员 王林胜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秋分，亿万农民将

迎来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国农民

丰收节。”采访伊始，市农业局局长王宛楠

兴奋地说，从7月初开始，市农业局精心组
织了系列活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首
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经过40年的改革，我市完成了由传统
农业改造到现代农业强市建设的转变，城

乡二元结构显著改变,已进入工业反哺农
业、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农产品加工

业突破1300亿元，一二三产业持续融合；有
机农产品生产面积、认证数量跃居全国地

级市第一，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近70%，农业
发展瓶颈持续破解；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58%，科技兴农步伐持续加快。
王宛楠介绍，此次系列活动主要包含：

“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最美农业人”
评选、乒乓球比赛、太极拳表演等群体性文

体活动，以及“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颁奖晚会。

“南阳绿色有机农产品愈加受人青

睐。”王宛楠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和重要水源地，市委、市政府启动实施

了现代农业强市建设专项行动，突出发展

绿色有机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加快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对提高南

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都将起到巨大促进作

用。目前，南阳有机农产品认证数量和面

积均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王宛楠认为，

其背后原因主要有四个突破。

认证数量有突破。目前全市有效期内

有机证书264张、469个产品，绿色食品63
个，地理标志产品 13个。基地规模有突
破。全市“三品一标”认证面积367万亩，其
中有机产品132万亩，绿色食品28万亩，涉
及蔬菜、林果、粮食、茶叶、食用菌、水产品、畜产品、中药材等八大

产业。市场营销有突破。3年来，全市累计进京农产品239种、29
万吨，销售额41.8亿元。品牌创建有突破。南阳成功创建了全国
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和全国首个国家级食品农产品出口质量安

全示范市，出口农产品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淅川县、桐柏

县还被国家认监委批准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县。

“总体来看，我市绿色有机农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王宛

楠看来，在目前农产品整体供应充足的当下，市场更青睐优质农产

品。如何生产更多优质农产品？王宛楠表示，应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抓手，着力培育壮大一批“精、专、特、新”的绿色有机品牌，

不断提升绿色食品的知名度、美誉度，让绿色有机农产品不仅“种

得出”，还要“叫得响”，更要“卖得好”。累累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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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胡楚强）社会各

界话丰收，全民参与享丰收。记者

从市农业、林业、旅游等部门获

悉，围绕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三大部门积极策划筹办了一系列节

庆活动。

自7月1日起，全市农业系统开
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第一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主要包括

“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最美
农业人”评比，乒乓球、羽毛球等

群众性文体赛事，“中国梦·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颁奖晚会等四大主题

活动。

各县区组织开展一系列采摘活

动。其中，淅川县举办渠首石榴采

摘节，西峡县举办猕猴桃采摘节，唐

河县组织开展红薯节。游客不仅可以

游览万亩石榴园和一望无际的猕猴桃

园，还可以参与剥石榴、吃石榴、运

石榴等趣味比赛，领略独特的民俗风

情，采摘品尝甘甜爽口的石榴，欣赏

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内乡县组织开

展农民趣味运动会。

体验农耕文化、品尝农村美

食。农业农村部推出了100个品牌
农产品，南阳黄牛榜上有名。省旅

游局、省总工会联合我市旅游部门

组织开展“丰收伏牛山·陪您一起

看秋色”活动。活动形式包括民俗

文化展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淅

川丹江口水库渔民摆“千人宴”，喜

迎丰收节。累累累8

金秋丰收季 欢乐丰收节

我 市 庆 祝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以前，人工打药，人力成本高 》》》

过去卖粮难，农民拉着板车卖粮 》》》

20年前的西峡太平镇集镇 》》》

《《《 现在，植保无人机普及，科技贡献率达58%

《《《 如今卖粮方便，农民省心省力

《《《 而今的西峡县太平镇集镇
本栏摄影

崔培林 阎亚平 封 德 徐学智

大型农机奔跑在金黄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