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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稻菽千重浪
——写在秋粮丰收成定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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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
又是一个丰收年

眼下正是黑龙江秋粮收获的
关键期。这几天，黑龙江省巴彦县
兴隆镇种粮大户孙波的玉米地
里，玉米收割机到了晚上还在作
业，收割机上的照明灯点亮田野。

“我们要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
回来。”孙波说，今年种了5000亩
玉米，天气好，光照足，每亩产量达
到1800多斤，目前已收割过半。

“我们常说，三春不如一秋
忙，今年的秋雨使秋收格外忙。”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
文博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地湿
问题，把丰产的粮食收上来，有的
轮式收割机要改成履带式，有的
稻麦收割机要改成收玉米的，有
的还需要人工抢收。

春种秋收，天道酬勤。农业农
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秋粮收
获大头已落地。从各地实打实收
和农情调度情况看，河南、陕西、

山西因严重洪涝和干旱，秋粮减
产。但其他主产区秋粮多数是增
产的，特别是东北四省区增产
较多。

“全国有减有增，增的比减的
多，秋粮丰收已成定局。”潘文博
说，夏粮、早稻已丰收到手，合计
增产约74亿斤，加上秋粮也是增
产的，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其
中，夏粮量质并增，优质专用小麦
面积占37.3%。

业内专家表示，“十四五”开
局之年，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对于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意义重大。粮
食生产喜获丰收，将为开新局、应
变局、稳大局发挥重要作用。

季季接续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
农业。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曾衍
德介绍说，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扛起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季季接续、环环紧扣推进粮食
生产。

据了解，今年全国秋粮丰收主
要有三方面原因，包括：秋粮播种
面积稳中有增，奠定丰收的基础；
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加
上光温水匹配较好，单产提高是
丰收的关键；河南、陕西、山西等
地局部灾情很重，但全国农业受
灾程度轻于常年。据农业农村部
调度，近10年平均每年农作物受
灾面积3.6亿亩，今年受灾面积1
亿亩左右，农业灾情是近10年最
轻的一年。

特殊之年，精准施策。为了稳
住粮食生产，今年国家采取了一
系列关键之举，各部门各地落实
有力有效。我国实行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各地层层压实责任；在关
键农时，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
门和地方逐个区域、品种和环节
加强防灾减灾部署；由于农资等
价格上涨，中央财政安排200亿元
左右资金，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发放补贴。国家还扩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实施范围。

良种是丰收的关键。在江西、

安徽和浙江等省份，农业科研工
作者和企业合作，加快推广嘉禾
优、嘉丰优系列等食味好而且产
量高的水稻品种，丰富百姓餐桌，
帮助农民增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稳
产高产的根本。曾衍德表示，围绕
种子和耕地这两个关键问题，我
国扎实推进种业振兴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1月至9月已建成和开工
在建高标准农田约9617万亩。同
时，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强
化机收减损，预计全年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1%。

及早谋划
为明年播种希望

粮稳天下安。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粮食再获丰收，但也要看到，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受农资价格
高位运行、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
等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
加以解决。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唐珂说，下一步，将继续会

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化肥市
场形势跟踪分析，积极推动保障
化肥供应，并提高企业产能利用
率，强化储备调节作用，畅通化
肥运输配送，维护市场流通秩
序。同时，大力推进化肥减施增
效，切实做好化肥供应和价格稳
定工作。

潘文博表示，针对秋雨对秋收
秋种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严峻挑
战，农业农村部将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采取超常规措
施，重点抓好秋收扫尾，抓好秋播
秋种、力争冬小麦面积不下降或
少下降，抓好冬前和早春的麦田
管理。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山
西、陕西等省份，抓紧组织抢收，
继续调剂调运履带式收割机跨区
作业，确保颗粒归仓。通过采取适
宜的品种、精细整地、增加小麦用
种量、增施底肥基肥等措施，科学
指导抓好秋播秋种。同时，抓好田
管，确保小麦安全越冬，增施返青
肥，为明年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新华社 于文静 王建）

新华社北京10月
20日电（记者 谢希瑶
安蓓）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10月20日发布。这
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
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规划纲要指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
于“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
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
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
独特优势。区域内生态
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
富、城镇密布、风物多
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
密集、产业基础最雄
厚、创新能力最强、市
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
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
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
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总
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
格局的重大举措，对推动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在西部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增强
人口和经济承载力；有助于打造内
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
的新基地，助推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
局；有利于吸收生态功能区人口向
城市群集中，保护长江上游和西部
地区生态环境。

规划纲要明确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定位，即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改革
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根据规划纲要，到2025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活
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体化
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区域特色进一
步彰显，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作
用显著增强；到2035年，建成实力
雄厚、特色鲜明的双城经济圈，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
和强劲动力源。

规划纲要共12章，提出了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9
项重点任务，包括构建双城经济圈
发展新格局、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
施网络、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
费目的地、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等。

新华社呼和浩
特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云平）记
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农牧厅获悉，内
蒙古各地利用早
霜时间比常年偏
晚等天气利好条
件加紧抢收秋粮，
已累计收获粮食
作物8000多万亩，
进度达70%以上。

据介绍，当前，
内蒙古秋收进程
加快，小麦、马铃
薯已收获完毕，杂
粮杂豆和大豆收
获进度接近九成，
玉米、水稻收获进
度超过五成。按照
目前收获进度看，
内蒙古秋收工作
预计在 11 月上旬
结束。

由于今年内蒙
古春播期气温偏
低、夏秋季多雨，
导致春播推迟，农
作物成熟期比往
年推迟5至7天，再加上早霜时
间比常年偏晚，所以秋收工作启
动时间偏晚，现在大部分农户选
择利用农业机械抢收秋粮。

目前，内蒙古统筹调度区域
内农机装备，根据天气变化和作
物成熟情况合理安排秋收进度，
做到“成熟一片，及时收获一
片”。对于受灾倒伏的农作物、大
型机械无法收获的地块，广大农
户利用小型收割机或人工收获，
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结合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积极扶持生态油茶种植大户，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10月21日，永丰县瑶田镇水心村农民在采收油茶果。 刘浩军刘新接 摄

“花半山，草半山，白云半山
羊半山，挤得鸟儿飞上天……”深
秋时节，天气转凉，诗上庄村依然
不时有游客慕名前来。在村口刻
着各类诗词的“诗墙”前，小朋友
们指着一首首诗词，大声朗诵，浓
浓诗意扑面而来。

隐藏在巍巍燕山深处的河
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安子岭乡诗
上庄村，仅有 256 户、760 多口
人。山村依山傍水而建，村民们
推门可见青山如黛，开窗可听流
水潺潺，虽然地处偏远，却以充
满诗情画意而闻名。

沿着村道漫步，山乡美景一
幕幕映入眼帘，无不与诗歌相
关：诗歌园里，矗立着30多位中
外诗人的石刻雕像；诗歌广场
碑林上，镌刻着李白、杜甫、白
居易、但丁、泰戈尔等中外诗人
的百余首诗词；诗人之家里，收
藏着大量诗人作品；村口山崖
和村边石壁上，刻着一句句优
美诗词……徜徉其中，处处都能

感受到诗歌文化的熏陶。
诗上庄村本名上庄村。村里

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子孩童，不
少人茶余饭后都爱读诗、会背诗。
一些村民还爱写诗，“忙时种田闲
写诗，赛过神仙我自知”。

一个深山老峪的小山村，为
何与诗歌结缘？

诗上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海
萍说，20世纪60年代，村里一个
放羊娃一边牧羊，一边望着山花
和白云吟诗，创作了诗歌《牧羊
曲》，这个放羊娃就是乡土诗人
刘章。他以家乡的老树、巨石、民
房、碾磨、水井等为原型，创作了
许多诗篇赞美家乡美景，出版了
数十部诗文集，《寸草情》《牧羊
曲》等多篇诗歌入选大中小学课
本或读本。

目前，这个小山村已走出4
位中国作协会员、12位河北省作
协会员和数十位承德市作协会
员，出版了约百部诗文集。2012
年，刘章等3位诗人合著的诗集

《诗上庄》在山村举行首发式，小
山村因此得名“诗上庄”。

近年来，诗上庄村将诗意与
生态相融合，开展乡村文化建设，
将诗歌融入村民日常生活。除了
建设诗碑、诗墙、诗林等，村里每
年举办春晚、赛诗会等活动。

不少村民堂屋最显眼的位
置，都悬挂着写有名言警句的“家
训”，和睦谦让的传统文化，耕读
传家的古风，时刻浸润着村民心
灵。一些村民扛起锄头种田，拿起
笔杆写诗，乐此不疲。

残疾村民张金来写了100多
首诗，诗集扉页上写着他的心里
话：“我失去了脚下的路，但得到
的是整个天空。”村民王亚丽感慨
如今的幸福生活，创作了《诗上庄
桃源居》：“绿水青山一片天，桃源
梦境落人间。如今我辈居福地，不
羡佛来不羡仙。”目前，6位农民
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前
来寻觅“诗与远方”，体验“诗意栖

息”，追寻“诗酒田园”，带动了诗
上庄村乡村旅游发展。

村民赵庆录和妻子李秀芝
曾在外打拼多年，2015 年，夫
妻俩开办起农家院，取名“关雎
农家”。

“每到节假日，经常有北
京、天津、唐山、承德等地游客
过来游玩。我家经营农家院、出
售土特产，每年收入有十多万
元。闲暇时写写诗，生活有滋有
味。”李秀芝喜欢这样惬意而有
诗意的生活，她已创作 400 多
首诗，不仅能跟游客对诗，还出
了诗歌集。

山村虽小乾坤大，乡土诗情
向天涯。诗上庄村先后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中国诗歌之乡”。去年，全村接待
游客8.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00
多万元。如今，村里正谋划建设民
宿、山楂酒厂、药材基地、采摘园
等，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新华社齐雷杰）

秋风拂过，稻菽飘香。在收获的季节，广袤大地一片金黄。据农业农村部10月20日
消息，目前秋粮收获近八成，近期的连绵阴雨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秋粮增产已成定局。
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上接1版）

党员作表率传递志愿精神

“各位爱心宝宝，如果你想
参与‘绿光计划’，在获得好吃
不贵水果的同时为留守老人送
去一份关爱，就请扫描我们的
二维码哦！”近日，在丹棱县齐
乐镇梅湾村四组，国家电网四
川电力（眉山）连心桥共产党员
服务队的党员志愿者在镜头前
热情洋溢地说，30分钟的爱心
直播活动为当地留守老人“带
货”400多斤，原本因水果滞销
而愁容不展的果农王福莲眉开
眼笑。

丹棱盛产橙子，但随着电
商、微商的兴起，传统的线下销
售方式逐渐无法适应市场新形
势，尤其是当地一些留守老人
年事已高且对互联网不熟悉，
导致橙子滞销。国家电网四川
电力（眉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
务队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
极拓展思路，运用互联网直播

“带货”，帮助当地留守老人销
售滞销水果。

国家电网四川电力（眉山）
连心桥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队
长蔡泓宇介绍，今年以来，该公
司结合电力行业特色，以“绿光
计划”志愿服务为依托，聚焦留
守儿童、抗战老兵、孤寡老人等
群体，开展爱心圆梦、爱心助
农、创业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
不断拓展为民服务领域，把暖
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开展“绿光计划”志愿服务
活动，是国家电网四川电力（眉
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的
日常，也是眉山市广大党员志
愿者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党员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中，
亮身份、树形象、显作用，带头
深入城乡基层、联系点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生动实践。庆祝
建党100周年志愿服务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眉山市积极动员
党员干部作表率、当先锋，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动各
地各部门大力发展党员志愿
者，培育组建一批优秀党员志
愿服务队伍，带头深入社区、
农村，积极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活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5
万余个。目前，党员志愿服务
活动正在眉山大地上如火如
荼地开展，10万余名党员志愿
者活跃在城乡基层，将党的关
怀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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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深处，邂逅诗意与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