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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丰收感党恩 振兴乡村谱华章 

——江苏省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侧记 

姜瑾华 

【摘 要】：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乡村振

兴的第一年，这个丰收节意义非凡。秋分前后，江苏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以“1+3+N”(1 个省级主场活

动、3个省级重点活动和若干地方活动)的形式喜庆丰收，多形式全方位展示江苏三农新画卷。 

大江南北五谷流金，运河两岸瓜果飘香，“鱼米水乡”又迎来一个丰收季。 

9月 23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发表署名文章《以新的丰收回报总书记厚望》，这已经是他连续第四年发表丰收节署名文章。从

2018 年首个丰收节提出“庆祝丰收、感谢农民”，到 2019 年期盼“用丰收的喜悦点亮未来”、2020 年强调“牢牢将饭碗端在

自己手中”，再到 2021年号召“以新的丰收回报总书记厚望”，四年来一次不落、热情洋溢地礼赞丰收、感谢农民、号召奋斗。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乡村振兴的第一年，这个丰收

节意义非凡。秋分前后，江苏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以“1+3+N”(1 个省级主场活动、3个省级重点活动和若干地方活

动）的形式喜庆丰收，多形式全方位展示江苏三农新画卷。9月 23日，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场活动“同庆丰收感党恩

强村富民促振兴”在新沂市棋盘镇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田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稻花香，仓禀实晒出流金丰收景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2021 年，江苏夏粮喜获十八连丰，秋粮丰收在望。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0%，高标准农田比

重达 65%，农业机械化水平达 88%。 

“马陵山秀让人留连，骆马湖清滋养桃园，春天人们辛勤地播种，丰收如约在这个秋天……”9 月 23 日，欢快的歌声中，

棋盘镇小杨庄热闹非凡，23个农产品展位汇集了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新沂水蜜桃、阿湖葡萄、邵店板栗、新沂金丝皇菊等 30多

种农产品；农产品直播带货、棋盘甘薯粉条加工展示、省科技专家现场技术科普及《红色新沂百年记忆》主题图片展等更是让

人目不暇接。丰收节前夕，新沂还专门组织优秀农民代表乘飞机从空中看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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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庆祝活动现场——兴化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内，成片的农田水稻秆青穗黄，稻香沁人心脾。兴化大米、兴化大闸蟹、

沙沟鱼圆……主会场的农产品展销区，10 多名主播各显神通，利用抖音、微博、淘宝等互联网平台为兴化农产品代言，现场成

交 1.23万单，“稻香蟹肥，和美兴化”声名远播。活动现场的生态科技展厅、现代农机展厅、现代制米展厅，对兴化大米从耕

种、收割到加工进行全流程直观展示，配以美食品尝，让消费者从听觉、视觉、味觉、触觉上综合感受兴化丰收的喜悦和味道。 

盐城市丰收节主场活动于 9月 22日在建湖县九龙口收成文旅小镇举办，1000多名农民齐聚收成，共享丰收喜悦，共话美好

未来。活动现场，各经营主体展出的葡萄、火龙果、冬枣等上百种绿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直播推荐的建湖大米、九龙口大闸蟹、

建湖藕粉圆、恒济大鱼圆等优质农产品吸引了众多“云端”消费者，恒济镇分会场“九龙口大闸蟹”开捕仪式为活动增添了更

多“水乡”味道。近年来，盐城市乡村振兴的步伐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起势，成为长三角中心区城市农业经济总量

唯一超千亿元的市，农业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农村“美”的特质不断呈现，农民“富”的愿望不断实现。 

常州市新北区节庆现场，水稻种植基地中无人驾驶收割机在田头奔忙，抢收这个秋季第一批成熟的水稻；苏州市吴中区临

湖镇高标准农田核心区，“红船”“丰收牛年”“航天宝贝”等主题稻田画栩栩如生、美不胜收；泰州市泰兴活动现场连线东

西南北中 5个乡镇，让农业大户们在镜头前晒丰收、为自己代言…… 

乡村美，农民富礼赞丰收感党恩 

丰收，是喜悦，是骄傲，更是感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了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农民收入不断提升，乡村面貌日新月异，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新鱼米之乡”尽显宜居宜业之美，父老乡亲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第一次在家门口坐上飞机看新沂的棋盘镇农民金东风走下飞机便感慨万分：“是党的好政策让乡村振兴驶入了快车道，让

咱们收获了‘满满登登’的好日子！”2018年以来，新沂市累计投入 20亿元改善农村环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超 60%，

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和行政村公厕建设实现全覆盖。新建农村公路 400 公里、村村通道路 1800 公里。改造农村危房 3914 户、

改善农民住房条件 1.07万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2万元大关，达到 20197元，增幅 7%。“我是一个生于农村、长于

农村的孩子，我亲身经历着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沂市家佳园艺家庭农场负责人陈佳 2015年起种植多肉植物，从开始

的 4个大棚扩建到现在的 13个大棚，年产量 150万盆、销售额 120万元，“感谢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我的梦想得

以实现。我将不断壮大家庭农场，带领更多农民致富。”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场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9月 23日在新沂市棋

盘镇郑梁村小杨庄文化礼堂举办。省委农办和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南通市、镇江市委农办推荐的 8 名优秀宣讲员以亲身

经历为蓝本，现场宣讲三农故事。宣讲员们与农民朋友交流了“致富经”与“奋斗史”。新沂市的陈雨、韩旭讲述了新沂市统

筹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建档立卡人口脱贫、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部脱贫目标的喜人故事；无锡市锡山区先锋

家庭农场场长于永军讲述了成立全省首个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带动村民致富，被授予“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的幸福故

事；海安市品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姜小亮讲述了自己从军人到村支书，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初心号”红色列车

党建项目，将品建村打造成为海安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的拼搏故事……2021 年全省各地以三农战线典型模范、基层工作者、

退伍军人和返乡创业者为主体，共推荐宣讲员 4790人，围绕“话难忘瞬间、献真诚祝福、学典型模范、晒幸福生活、谈振兴梦

想”，在基层一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现场宣讲活动，目前已举办相关宣讲活动（含线上）超过 1万场次，参加群众超 9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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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产业丰唱响振兴主旋律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江苏着力培育优质稻米、绿色蔬菜、特色水产等 8 个千亿元级优势特色产业，已形成集群优势。各

地以丰收节为契机，进一步做强绿色生态品牌，培育本地特色产业，不断推动农民增收和绿色产业“双丰收”。 

9月26日，丰收节省级重点活动常州武进“首届滆湖赶湖节”在武进滆湖低碳湿地公园举办，活动围绕“生态”和“渔业”，

展示武进“新鱼米之乡”的生态治理成果。近年来，武进区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在探索

渔业产业发展、绿色转型升级、渔民致富增收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试点推广“智能+绿色”的生态养殖方式，用“大数据分析

+及时预警”手段提高养殖户生产效率。2020 年，滆湖“以渔控藻”生态修复工程在武进率先开展。2021 年，武进养殖水体富

营养化程度同比下降 10%，区螃蟹产量达近五年来最高峰；全区完成水产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面积 1万亩，开展绿色健康养殖技

术试验示范与推广 2万余亩。 

“首届涟水芦笋节”活动，通过芦笋美食厨艺大赛、乡贤回乡看变化、乡村振兴摄影书画展、发放芦笋种植奖补资金等系

列活动，展示了涟水芦笋产业发展硕果。涟水县名特优农产品较多，近年来芦笋产业异军突起，种植面积 2 万亩，年产量达 5

万吨、产值 8亿元，是全省规模最大的设施芦笋种植基地。2019年创成国家级设施化芦笋标准化示范区，2020年获批江苏省首

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芦笋种植核心区红窑镇获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省级绿色蔬菜产业特色镇等殊荣。活动现场

签订了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协议、1 万吨芦笋大额购销协议，总投资 15.2 亿元的芦笋和食用菌等 6 个农业项目成功

签约。 

丰收节省级主场活动所在地新沂，优质粮油、绿色果蔬、生态养殖、花卉苗木四大产业集聚发展，形成了“一带十园”发

展格局。20万亩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水稻基地、16万亩国家绿色食品原料花生基地、21万亩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小麦基地通过认

证，推广稻虾、稻蟹、稻鸭等“稻+N”新型生态绿色复合种养技术规模达 2.5 万亩。新沂水蜜桃、阿湖葡萄、金丝皇菊相继获

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两品一标”总数达到 37个，其中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5个，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达到 77%。 

稻花香里说丰年，这充满诗意的画面，如果说过去承载的是对小康的梦想，现在更饱含着对现代化触手可及的憧憬。以“中

国农民丰收节”为契机，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江苏正砥砺前行，奋力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