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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
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
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利影
响，实现夏粮增产、早稻稳产，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为巩固和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

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切实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

力，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希望广大农民群众和社
会各界都积极行动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
好蓝图变为现实，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奠定
基础。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强调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当第一缕秋风拂过田野，大地开始奏响丰收的序
曲。这序曲是金色的，由无数的音符——金黄的玉
米、弯下腰的稻穗、日渐圆润的果实共同谱写而成。

沃野流金时，丰收欢歌起。刚刚度过中秋佳节，人
们将目光从“千里共婵娟”的那轮皎月上收回，又一个丰
收节从金色的田野上喜气洋洋地向我们走来。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
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千方百计推动农
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让农民群众可感可
及、得到实惠。

丰收，是大地与人类的约定，是一个生生不息民族
的盛大庆典，更是独属于亿万农民的闪耀勋章——是
他们将希望的种子在春天埋入土地，历经酷暑骄阳、风
雨洗礼、病虫害挑战，用双手为我们奉上一个黄澄澄的
秋天！

农民朋友们，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尽情欢乐吧！抹
一把额头的汗水、停一停连续几季的起早贪黑，享用新
获的果实，接受人们的敬意。

农民朋友们，在这个专门为你们设立的节日尽情
庆祝吧！因为有了你们的耕耘与奋斗、创造与智慧，才
有了今日的五谷丰登、民富国强，有了我们稳大局、应变
局、开新局的战略主动、充足底气。

一

四季轮回，攸乎而过，转眼间，“中国农民丰收节”已
经走过了七个春秋。

犹记2018年的秋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问候。自这一天起，秋分，这
个中国农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农事节气有了前所未
有的重要意涵。

它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全
国性节日，是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卸下2000多
年的赋税负担、获得物质反哺之后，我们国家再一次在
精神上给予农民的最高礼遇和隆重敬意。

这是中国农民的幸事，更是一个从筚路蓝缕中一
路走来的农业大国的荣光。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拥有了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七年间，我们打赢了覆盖农村
98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战，走过了党的百年华诞，
确立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蓝图，吹响了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又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
年。而丰收节这个节日也在农民的自强自立中、城乡
的共同创造中、全社会爱农尊农崇农的氛围中，沉淀出
独有的文化内涵。

它成为一个真正由农民主导的节日。从“为了农
民设”“组织农民办”到“农民自己抢着办”，在丰收节来
临之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台下走到台上，从鼓掌的人

成为接受鼓掌的人，从先进文化的渴求者转变为先进
文化的创造者、演绎者，农民这个最古老、最内敛的群体
正在迸发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自信。

它为一个农事节气注入了令人欣喜的经济力量。
如同久已有之的“晒秋”习俗，丰收节鼓励农民将丰收的
喜悦铆足劲儿地喊得更响、传得更远。无论是全国性农
业成果大展，还是地域性农产品大集，当各地的“土特产”
和“好村景”有了闪亮登场的机会，“丰收节经济”应运而
生。它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节庆的短暂效应，而是着眼
于长远，推动着诸多乡村产业走上标准化、品牌化的现代
化之路，让农民的“钱袋子”鼓得更加持久、稳当。

它成为国人心中一个不言自明的情感符号。丰收
是人类本能的祈求，因为有了丰收，才有了稳定，有了安
全，有了一个文明得以延续的一切。丰收节甚至建立
了这样一种“秩序”，不管你乡关何处、以何为生，在每年
这个最美好的时节，大家都要坐下来理一理大半年的
辛劳，看我们大国粮仓丰盈，享家家餐桌丰盛飘香，这是
对国家力量生生不息的直观感受，也必然凝聚起中华
民族不可阻挡的虎虎生气。

七年的时间里，丰收节不仅点亮着乡村、连接着城
乡，更是成为根植于农耕文明的闪亮文化IP，它聚合起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焕发出每一
位耕耘者强劲的生命力，最终演奏成一曲流淌在金秋
中的华彩乐章。

在这个共同的节日里，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永
不停歇的奋斗者们，节日快乐！

二

很少有什么喜悦能够与丰收比肩，就像大雨倾盆
后横跨天际的那一道彩虹，就像一位母亲抱着自己初
生的婴儿。

因为丰收从来是不易。
抢种、抢收、龙口夺粮……千百年来，朝代兴亡、作

物更替，“抢粮”“夺粮”永远是农民口中年复一年的主题
词。粮食安全的压力贯穿古今，农民在农事生产上的
不易延续至今。追求丰收的这份不易，是中华民族奔
涌前行中绕不开躲不过的磨砺，它携着苦难也带着希
望，激荡出浪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塑着一个民族
的风骨。

我们生出了坚韧不拔的品性。“三岁一饥，六岁一衰，
十二岁一荒”，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无论怎样的饥
荒灾害、外敌入侵、沧桑巨变，再苦再难，老百姓从未停止
耕作，庄稼从未停止生长，耕读传家的火种从未间断。

我们生出了物尽其用的哲学。农民在田埂上挖下
一片巴掌地，只为种下一两棵菜蔬；市民在楼宇林立间的
阳台上见缝插针，栽下的是几棵瓜苗；即便是旅居海外的
华人，也少不了将草坪与花园开垦成一片菜园。不浪费
一寸土地，也不放弃一丝希望，这份尚美善用的待物之德

渗透于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方方面面，支撑着我们这个资
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完成着深厚财富的点滴积累。

我们生出了人与自然的智慧。妇孺皆知的二十四
节气，将人事与自然融合，将农事与农时统一，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节气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始的桑基鱼
塘，水田鱼桑蚕互惠互生，穿越时空，仍是生态循环的理
念和精巧工程设计完美融合的典范。我们顺从自然、
敬重自然，大自然也格外慷慨厚爱，让这个民族生生不
息、“天遂人愿”。

最终，我们生出了一个伟大善良的文明，生出了一
个泱泱大国的气度。我们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治理的相关国际义务，并非博弈中的妥协，而是深谙“天
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哲理；我们始终践行和平发展理
念，并不是害怕战争，而是老祖宗早已将“以和为贵”“和
而不同”的理念刻进了我们的民族基因。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
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礼赞丰收的意义所在。
厚土新枝，其命维新。在追求丰收的过程中长期积

淀下来的民族情感、习性、文化，不仅以其强劲的生命力
厚植着中国经济永续发展的韧性，而且涵养着中华文化
延绵不绝的历史血脉。这血脉护佑着我们五千年来文明
从未断绝，护佑着我们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坚定走
自己的道路，也将护佑着以农为本的中华文化巨树开枝
散叶，升华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我们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三

丰收的成果殊为不易，丰收的节庆格外欢腾！
麦田与雪山遥望的西藏，藏族农民请硕大的收割

机“小心”地留下田块中心最后一株麦子，将祝福的酥油
涂抹在麦穗上，一家人齐喊“央咕”。在藏语里，“央”为
福，“咕”为纳，这呼喊，是要把福气纳进土地、喊进粮食。

天府之国，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镇的农民将鸡公
车、风谷机等传统农具与无人机、收割机同场陈列，行走
于新老农具之间如同穿过时光隧道，尽显当代农民的
骄傲自豪。

对土地的信仰与对现代科技的使用并行不悖，对
祖先的尊敬与对未来的革新相得益彰，这是丰收中国
新图景中独有的魅力，也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无限前景。

这新图景中，有新质生产力与古老农业的碰撞
交融。

杭州良渚，年轻的返乡人操纵着无人机翱翔蓝天，
服务于油菜花的花期管理。湖北十堰，一台台基于鸿
鹄系统开发的智能农机走下柔性生产线，在丘陵山区
间如同“变形金刚”般腾挪转移，甚至可以根据地块的土

壤颗粒硬度调整耕作方式。
农为国之根本，当有国之利器。物联网、人工智

能、巨型机械、航天科技、深海远航……中国智造在极
限探索深海、深空、深蓝的过程中，已经生长出为农所用
的无限能量，它们应用在农田上、大棚里、养殖场上，就
有了我们如今已视为平常的无人农场、智慧田管、“猪脸
识别”。未来，还会有更多富有想象力的科技应用场景
出现在丰收图景中，将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信息强国的
最新成果赋予农业强国，互为表里、互成因果。

这新图景中，有新经济、新业态的萌动生长。
湖北孝感，农民代代相传的米酒手艺因为有了直

通到村的电商物流，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迅速提升。
需求倒逼供给，孝感老乡研发出年轻人千呼万唤的气
泡型精酿米酒，可以像喝啤酒一样“咣咣”干杯。

安徽黄山，3200多家民宿特色各异。收藏家、艺术
家、设计师等“新乡人”进行个性化打造的“艺宿”与“原
乡人”利用自家老房打造的原汁原味的“原宿”互为补
充，形成文创集市、森林音乐会、实景文化探游等主题活
动，构建起文旅体融合体验的新乡村空间。一年下来，
综合效益达到120亿元。

新经济、新业态成长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同工业、
服务业之间打破界面、产生叠加效应的过程。它们拓
展着农业的功能，赋予着农业更深层次的生态、经济与
社会内涵。最重要的是，它们让有限的农业资源变成
了农民增收的无限源泉，让农民彻底走出“多收了三五
斗”的经济困境，以更宽广的产业视野丰富着“丰收”的
时代内涵。

如同千百年来的薪火相传，在新质生产力的引入
与新经济、新业态的萌发中，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出现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他们的眼中既有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也有国际国内
大市场；既能够在传统的田头市场、批发市场上摸爬滚
打，也能够在互联网上纵横驰骋。他们以自己前无古人
的创造力建设着这片热土，塑造着现代农耕文明，他们是
城乡融合中真正的核心要素，是丰收中国年胜一年的“秘
密武器”，是丰收图景中最耀眼的那抹“新”色。

四

丰收中国，壮哉农民。
安徽灵璧的农民大姐李桂芹拥有一副被网友称为

“被天使吻过”的好嗓子，她爱唱爱国主义歌曲，尤其是
那首《我爱你中国》。她收麦子唱、收玉米唱、刨地种菜
她都要唱，“这些歌不大声唱出来，怎能抒发自己的心？”

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一段陕北说书让中外网
友“上头”。说书人熊竹英从17岁跟着师父学说书、赶
场子，“长篇的历史故事、民族传说、乡村生活就靠着说
书人的嗓子代代相传”。

无论是生产粮食还是传唱故事，农民在物质上为

我们提供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精神上为我们守
护着乡愁家园，如今，他们还在传统农业的突围中，推进
着农业农村现代化，构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他们是这个民族最勤劳、最勇敢、最具有创造力和蓬勃
生机的一群人，以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创造了这个时代
的光彩。

换个视角来看，无论时代的光彩多么伟大，离开了
人，一切发展都显得苍白无力。丰收节为丰收而庆，更
是为农民而庆，丰收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个体
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唯有让农民站上更大
的舞台，实现自己的梦想，成就自己的价值，丰收节才有
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意义。

农民，仍旧需要被更多地“看见”。
这种“看见”里，应当包括对“小农”的惦念。我国有

2.3亿户承包耕地的农户，农业经营主体是美国的100
倍，是英国的1000倍，将这么庞大规模的“小农”带入现
代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七分地的小麦谁来收？
坚守在土地上的老人、妇女能不能种好自家的几亩承
包地不犯难？都需要社会化服务通过高度发达的分工
协作，将一块块地、一户户农人与现代要素进行嫁接，让
分散的土地资源实现现代农业的效率和效益。

这种“看见”里，应当包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就。
他们出走于乡村，贡献于城市，是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
是城市得以运转的中流砥柱。他们对身份认同、政治参
与的诉求日益强烈，将倒逼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填补空白、
涉向深水。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由常住
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就是一步重大的改
革举措。未来，如何善待和培养这支深具发展潜力的人
力资源，不仅关乎乡村未来，更关乎城市底色。

这种“看见”里，也要包括对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平凡
农民的喝彩。曾几何时，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农民一年
到头忙完地里忙屋里，偶有一些精神娱乐，可能还会被指
责为“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每个人都应当享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梦想空
间，我们应当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精神文化空间。农民所
需要的精神文明生活，成本不必高、场面不必大，“管用就
行”，农民喜欢、能参与就是最好的精神供给。

农民需要被“看见”，农民正在被“看见”。让我们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
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月明如昨，桂香依旧，
大国“三农”的图景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丰收永不
落幕。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新中国75周年华诞，这是
一个更加宏大的丰收故事。让我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秉承着对农民朋友的真诚祝愿，奋力谱写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篇章，以盛大的丰收，致敬伟大的
新中国！ （执笔：郭少雅）

丰 收 中 国 壮 哉 农 民
—— 热 烈 庆 祝 第 七 个“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

仲农平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为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一步引向深入，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人
民出版社联合相关单位开发建设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数据库 21
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

正式上线发布。
数据库及时收录更新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文章、指示、批示、贺信、回信等，
以及相关图书、新闻报道，突出权威性、专
业性、时效性。在数据内容基础上，开发了
内容查询、精确检索、引文比对等功能，方

便读者系统学习，为教学、科研单位及出版
机构研究应用提供便利。

数据库为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全面丰富的信
息，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党
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数字出版内容平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数据库上线发布

新华社北京9月 21日电 在中央党校
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 70 周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创办中央党校
新疆班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70
年来，新疆班始终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步伐前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培养出
一批对党忠诚老实、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
握到位、矢志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为加强

新疆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
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疆班创
办 70 周年为新的起点，坚持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坚守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
校初心，紧扣新疆干部队伍特点和工作实
际所需，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
机制，坚持不懈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固本
培元、凝心铸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贯穿办班全过程，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
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努力把新疆班办得
更有质量、更有成效，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努 力 把 新 疆 班 办 得 更 有 质 量 更 有 成 效
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第七版）

导
读

一雕一琢，赓续文脉悠长

古村落里的丰收中国——

一砖一瓦，见证时光流转
一粟一菽，寻味舌尖乡愁

（第五版）

（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