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时评】

时序更替，岁物丰成。秋分时节，我们

迎来了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

主场活动在我省芜湖市湾沚区举办，这是

全省农民的大喜事。

此刻的江淮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淮北平原上农机轰鸣，皖江两岸稻浪飘

香，新安江畔橙黄橘绿，一幅幅五彩斑斓、蓬

勃兴盛的丰收画卷，正在徐徐铺展。热烈欢

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日

子，相聚安徽，礼赞丰收，与千万安徽农民一

道，共同品味这春耕夏耘的美好馈赠！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国家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高度重视“三农”工

作的体现，更是弘扬全社会尊农护农爱农

时代风尚，提升亿万农民自豪感、获得感和

幸福感的重要举措。从朴素的“岁稔年丰”

到诗意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再到博大深

邃的“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一脉相承的是对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

和重农抓粮的思想主张。今天，我们品味

丰收的甘美，更要读懂“粮稳安天下”的深

刻思想内涵，感悟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如

此，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农民、农业、农村，大

国粮仓才能根基稳固。

仓廪实，天下安。安徽是农业大省，是

全国第四大粮食主产省份，总产连续6年稳

居800亿斤以上，年净调出优质粮超200亿

斤。多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在全国率先立法保护生长期粮食作

物，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连续 5 年优

秀，今年我省夏粮喜获丰收，实现总产、单

产和面积“三增”，当前6400多万亩秋粮丰

收在望，全年粮食有望实现“二十连丰”，为

端稳中国饭碗，持续贡献安徽力量。

当前，安徽正处于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

省迈进的关键时期，也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关键阶段。此时承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场活动，既是广大农民群众庆祝丰收的大联

欢，也是彰显安徽农业大省风采的舞台、展示

农村改革发展成就和乡村和美风貌的窗口。

抓住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契机，弘

扬江淮厚重传统农耕文化，讲好新时代农村

创业创新故事，让全社会共享喜悦、礼赞丰

收、致敬奋斗，汇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从这个金色的

秋天出发，让我们一起在希望的田野上，擘

画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的时代画

卷。 （皖轩）

礼赞丰收，汇聚乡村振兴的澎湃动力

9月21日，以“创新赋能种业振兴”主题的

第六届杨凌国际种业创新论坛在杨凌召开。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高岭出席论坛并致辞。中

国工程院院士、杨凌种业创新中心主任康振生

主持主题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水禽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侯水生以《畜禽品种的

核心竞争力——饲料转化效率》为题作主题报

告，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孙好

勤、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孙坦、中国种子协会副

会长马淑萍致辞。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黄

思光、中国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交流协会会长冯

忠武、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主任谢建民、

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宁殿林出席会议。

高岭说，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的重要基础。陕西是科教大省，也是种业强

省，科技创新实力十分雄厚，为我国小麦品种

换代、油料品种改良、畜牧良种选育等作出了

突出贡献，创造了数十项全国第一或世界领先

的成绩。希望与会各方，紧扣“创新赋能种业

振兴”主题，围绕种业创新、产业发展、旱区种业

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开展研讨交流，共同探寻

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新路径，为推

动我国实现种业振兴提供更多新思路、新方案。

论坛上，发布了《陕西省农作物种业发展

奖补办法（试行）》和玉米高产专刊；颁发了《国

家级育繁推一体化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证书和奖金；为2022年通过国审品种审定

及品种推广奖励的企业颁奖；作玉米高产竞赛

专题报告；进行了秦丰种业战略兼并重组、重

大品种权交易及技术合作两大领域集中签约。

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玉米

种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以及种业领域知名专

家学者、企业高管，相关农科教单位负责人和国

内外种业企业代表参会。（程伟 行波刘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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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六安市金安区施桥镇高山村的

稻虾种养基地迎来了丰收。每天早上，来

自北京的货车从这里运走一箱箱靛蓝色的

龙虾。

“这叫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比一般

的小龙虾精贵多了。”高山村党支部书记、

施桥镇高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莫绪

军告诉笔者。

过去，高山村虽有耕地，但田地高低不

平、零碎分散，收益低。随着去年高标准农

田改造在该村全面完成，2500亩农田被改造

成为良田，当地农业产业也获得发展新机。

此时，金安区农业农村局为高山村引

来了好项目——蓝龙虾稻虾种养。

“今年是蓝龙虾养殖第一年，由我们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进行试验，一共有1200亩

稻虾田。”莫绪军说，蓝龙虾养殖对温度、水

质都有更高的要求，只适合在气温较高的

夏季养殖。经过精心饲养，高山村5月份投

放的虾苗，9月初迎来了丰收。

“一般的小龙虾35克至40克重，而蓝

龙虾普遍在75克到100克一只，成年的蓝

龙虾每公斤售价90元到160元不等，发往

上海、北京、合肥等城市，在终端市场通常

按只零售。”莫绪军介绍，今年第一年试养

殖，每亩蓝龙虾可收获50公斤以上，再加上

亩产千斤水稻，亩产值近万元，远超普通稻

虾种养收益。随着技术成熟，每亩最终可

以收获蓝龙虾75公斤到100公斤。不仅如

此，等到蓝龙虾和水稻收获完毕，高山村还

打算试养殖小龙虾，最终形成蓝龙虾、小龙

虾轮作，进一步提高收益。

“施桥镇专门制定了‘蓝龙共富’3年计

划。利用3年时间、结合高标农田改造的契

机，在全镇推广5万亩蓝龙虾稻虾种养田，并

打造良种育苗基地、分拣打包配送等相关设

施，把稻虾产业做出不一样的‘色彩’，让靛

蓝的龙虾为当地群众带来‘红火’的丰收。”

施桥镇副镇长杜世平告诉笔者。 （袁野）

·庆丰收 促和美——中国农民丰收节·

稻谷飘香虾正肥

陕西省富平县郭宏波出售：莲藕系列产品。

电话：15829660762

山西省永济市师俊贤出售：蟠枣苗、接穗。

电话:13835994522

甘肃省天水市李念祖出售：优质花椒。

电话：13830845980

陕西省西乡县贺金家出售：香菇、茯苓等菌种。

电话：13892605513

陕西省咸阳市刘占杰出售：红颜、章姬等草莓苗。

电话：13830700063

本版免费刊登各类涉农信息，欢迎刊登
联系电话：0551-62822776

安徽省六安市冯立好出售：阳光玫瑰、巨峰葡萄。

电话：18856461385

【农品交易台】

安徽省六安市宋霞出售：六安瓜片、白茶等。

电话：15156465756

甘肃省庆阳市高成销售：“陇宝”苹果。

电话：13830418892

陕西杨凌吉农种业公司销售：西农733、山农116小麦品种。

电话：15398099910。

今年以来，六安市霍邱县城西

湖乡始终坚持以稳岗就业为重要

抓手，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群众就业

创业促进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就近就业。多渠道进行

政策宣传，充分利用微信群等渠道

推送企业用工信息，帮助用工企业

和脱贫人口富余劳动力就业实现

精准对接，并积极为脱贫劳动力申

请就业交通补贴。同时，利用鑫溢

米业、安徽徽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优势，把工作岗位送到家门口，有

效解决了长久以来农村劳动力“出

去打工顾不上家、照看老幼挣不到

钱”的问题，实现务农、务工和顾家

三不误。

拓宽就业渠道。规范公益性

岗位开发管理，遵循“因事设岗、适

度开发、按需定员”的原则，积极吸

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人居环境

整治、美好乡村建设、光伏电站管

理工作，积极开发包括保洁员、生

态护林员、光伏管护员等岗位，建

立协议服务制度，各行政村与上岗

人员签订服务协议，进一步提高低

收入群体收入。

加强职业培训。围绕农村劳

动力就业技能提升，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促就

业行动，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针对性和

实用性，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实现技能就业、技能

增收。激活就业帮扶车间，提高就业帮扶车间容

纳就业群众的能力，让更多的群众实现就地就近

稳定就业，依托“小车间”，铺就幸福小康路。

（蒋玲玲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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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界

首市卫健委党组

成员走进包联陶

庙镇李腰村，实地

查看养殖业发展

状况，现场听取养

殖户的意见和诉

求，帮助他们更好

地 发 展 经 济 实

体。图为友鑫牧

业负责人李海涛

（中），详细介绍各

养殖户的养殖规

模、年出笼数、经

济效益和畜禽粪

污处理资源化利

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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