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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秋实满仓礼赞盛世丰年，农
体融合齐颂振兴欢歌。

9月15日至9月17日，由中
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司、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广西壮
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桂林市人
民政府主办的全国农民体育工
作现场会暨“大碧头”第四届全
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和2020年
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启动
仪式（以下简称“一会一赛一
节”）在桂林市全州县“康养大碧
头”田园综合体举行。

“一会一赛一节”是2020年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
主要有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
全国农民体育工作现场会、广西
茶产业展销博览会、广西名特优
农产品展销、桂林特色传统美食
评选、线上丰收节电商直播带
货、庆丰收劳动竞赛、农事体验
和民俗文化展示、农业科技文化
一条街、颁奖典礼等11项活动，
既有专业会议，又有农民体育竞
赛、劳动竞赛、农事体验，还有农
产品特色美食、民俗文化等展销
展示、评选、品尝及科技服务等
系列活动；既有外地嘉宾，又有

本地各族干部群众参与互动，一
派丰收景象，充分彰显感党恩、
跟党走，庆丰收、迎小康的活动
主题。

活动期间，中央、自治区40
多家主流媒体、新媒体现场采访
或直播，对现场活动及桂林市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经济社会发
展作全面深度报道。

作为此次活动最为“吸睛”
的活动，“大碧头”杯第四届全国
农民体育健身大赛 9 月 15 日开
幕后，迎来国内12个省（区、市）
和该区15个代表队，在3分钟8
人“8”字跳绳、足球射门接力赛、
趣味拔河赛、扛谷闯关、精准扶
贫奔小康接力跑等 5 个比赛项
目中激烈角逐，争夺冠军。

本届大赛坚持“农体融合”，
将农民运动与体育健身融合起
来，将农耕文化与体育文化融合
起来，赛事既有农民体育健身项
目，又有农耕技能项目，体现了
农耕、农味、农趣，呈现了一场比
拼健身技艺、共享运动乐趣、传
播健康理念的体育健身盛会，充
分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的风采，展
现了八桂大地朝气蓬勃的精神
风貌，对促进农民身心全面发展
和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 振 兴 起 到 积 极 的 促 进 作
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桂林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立足桂林资源禀赋、地域
特色和产业基础，以新型城镇化
示范乡镇和田园综合体建设为
抓手，坚持城乡统筹和融合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现代特
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成为全国典范，农民人均纯
收入位列广西前茅，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桂北大地展现出

“城乡一体、生态美丽、文化繁
荣、富裕和谐”的勃勃生机。

桂林不仅是全国优质粮、
“南菜北运”“西菜东运”重要蔬
菜生产基地和广西农业大市，也
是体育运动大市。尤其是近年
来，桂林市依托良好的体育发展
基础，打造了“五人制”足球、“解
放杯”长跑、围棋联赛、漓江漂游
等独具桂林特色的体育品牌赛
事；依托山水旅游优势，大力推
动体育与旅游、生态、文化、农业
融合发展，成功举办了桂林国际
马拉松、环广西公路自行车赛
（桂林段）、资源漂流世

界杯、中国
阳朔国际山地越
野赛等一系列重大
赛事。

同时，桂林坚持农体互
动，突出保护传承乡土文化，
培育文明新风，积极探索出乡
村文体发展新经验，举办了“壮
族三月三”、广西万村篮球赛（桂
林赛区）、广西城乡万人气排
球赛（桂林赛区）等群众性文
体赛事，江河漂流、徒步健
身、赛龙舟等农民体育健身
活动精彩纷呈，全市“县县有
节庆、村村有民俗”，最美山
水与文化体育盛事相得益
彰，促进了农民健康、丰富了
农民生活、提升了农民荣誉
感、幸福感、获得感。

感党恩 庆丰收 迎小康
——桂林市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扫描

□ 李耿

①打稻谷比赛
②农村传统文化成为

活动亮点
③比赛中，收获的喜悦打动

人心。
④稻田徒手抓鱼
⑤农家美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⑥运动员正肩扛粮食飞奔
⑦农耕技能竞赛项目吸引各地高
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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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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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5点，天还没亮，安徽宣城市郎溪县
双庙村村民袁宏才就起了床。一杯清茶下
肚，穿上胶鞋，带上铁锹，开着皮卡径直向田
里奔去。他说：“下个月，我种的1000亩再生
稻就要迎来第二季收获了。现在正是水稻生
长关键期，可不敢掉以轻心。”

打开车门，袁宏才三步并作两步，迫不及
待到田里察看情况。捧起一串稻穗，他仔细
观察：“有些再生稻已经开始灌浆了，不出意
外，很快就能迎来丰收！”

57岁的袁宏才，是郎溪宏业粮油种植家
庭农场的业主。农场从 2017 年开始试种再
生稻，当年年末总产量达到160吨，因为品质
优良，很受消费者喜爱。尝到甜头的袁宏才
从2018年开始，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

“每年3月初，我们要把种子放到育秧盘里
培育，其中最关键的农资是育秧基质。”老袁说，

“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从外省购入的农资无法
送达，一旦错过育秧最佳时机，损失就大了。”

袁宏才向郎溪县农业农村局反映了情况，
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县农业农村局专门为

他开了一张“急用农资通行证”，确保农资顺
利运抵农场。

为克服疫情和汛情影响，确保秋粮不减
产，郎溪县拿出了硬举措。农情监测和农
资调运两手抓，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引
导农户及时以直播、育秧移栽等方式补种
水稻，同时组织 139 名农技人员深入
一线指导农户。郎溪县还鼓励和
引导种粮大户种植再生稻，今年
对再生稻种植户落实每亩补贴
120元的奖补政策，全县再生稻种
植面积达到1.2万亩。

“前段时间再生稻第一季成熟，我们
抓紧抢收，产量比往年还略高。”老袁说，“加
上今年粮食收购价有小幅度增长，里外里一
合计，收入增加了不少。”

除了1000亩的再生稻种植，袁宏才的农
场还有1000亩地用于小麦和杂交稻轮作。“5
月的时候，小麦就已经收割，下个月杂交稻也
要迎来收获期。今年保守估计，收入能有60
多万元。”老袁笑着说。

安徽郎溪——

再生稻 又飘香
□ 田先进

9 月 21 日，在第
三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到来之际，甘肃省

会宁县在头寨子镇牛
河村甘富果业苹果基地隆

重举行农民丰收节相关庆
祝活动，并通过举办全县高原

夏菜产销对接活动，让农民丰收
的底气变成传遍四方的喜气，来
迎接属于自己的那份甜蜜。

本次活动是白银市农民丰收
节庆祝系列活动之一，活动通过会
宁特有的民俗表演，结合现实生活
进行编排，以载歌载舞的方式展现
全县农民庆祝丰收和脱贫奔小康的

欢快场景。
与此同时，现场通过覆盖了

“21211”全部产业种类的农特产品
展和领导代言、网红助力线上线
下销售会宁农特产品，让会宁农
特产品走进幸福农家，走出陇原
大地。

在活动现场,来自兰州的马世才
订购了10箱甘富苹果。他告诉笔者,

“我是临洮人，长期在兰州工作,这次
带着全家慕名而来，到这里想亲自
采摘一下咱们会宁本地的苹果，也
通过这种方式，沾一下咱们农民丰
收节的喜气，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

50多岁的刘布华是一名地地道
道的会宁当地农民，他动情地说，在
以前常年干旱的会宁头寨子镇，大面
积种植苹果是不敢想的事。最近几
年，县里一方面积极创新转变思路，
引进技术，一方面加紧推进农田改
造、引洮供水工程，终于在这片土地
上解结出了硕果累累。如今，果品产
业成为我们发展奔小康的“铁杆庄
稼”。

无独有偶，在活动现场，大沟镇
党委书记马宏江介绍，大沟镇厍曲
村曾经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
也是全省 3720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近几年，镇村两级采取了“园区化建

设、有机化种植、三变式运营、认领
式参与”的思路，将1200座有机蔬菜
塑料大棚采取多种方式经营，不但
实现了户户有增收渠道，家家有致
富产业，还让每一户家庭通过多元
化的产业发展，实现了人均上万元
的效益增收。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会宁县按
照“1+N”产业增收模式和“21211”农
业农村产业突破行动要求,着力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保持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旺盛活力，推动全县富民
产业实现稳定达标增效，实现了“一
地一品”做精特色，“一品一优”做足
成色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小康路上笑开颜
——会宁县庆祝农民丰收节暨高原夏菜产销对接活动侧记

□ 王瑞 魏永刚

在“丰”字型餐桌品尝百鱼宴捉鱼比赛现场

9月19日，“中国丹
棱 2020 中国农民丰收
节暨走进成都都市圈
副中心美丽经济示范
区”活动，在四川省丹
棱县兴农家庭农场举
行，吸引了来自成渝两
地共 50 个家庭参加捉
稻花鱼比赛、品尝百鱼
宴等活动, 在“感受乡
愁 见证幸福”中喜迎即
将到来的中国农民丰
收节。

四川丹棱“花样”喜迎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