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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不 尽 的 金 秋 美
本报记者 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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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秋分。金秋时节，到
处是美的景象。本报记者浏览网络发
现，从三个“五”能读懂中国金秋之
美。一是五彩缤纷的风景，二是五谷
丰登的收获，三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的喜庆。

五彩缤纷

金秋之美，美在色彩。
最近一段时间，“看各地秋收图

景有多美”“丰收的色彩惊艳了秋
天”“金秋丰收画卷”等话题，在互
联网上热闹起来。趁着好天气，各地
网友拍摄秋收图景进行分享。

微博账号“央视新闻”一连用金、
红、紫、白等多个颜色形容“丰收画
卷”——稻穗金、辣椒红、葡萄紫、山竹
白……金秋九月，果实成熟，农作物丰
收，一年中最美的收获季到来！

微 博 账 号 “ 人 民 日 报 ” 关 注
到，“金色稻浪！秋收场面美成壁
纸”。9 月 11 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禾洞镇的水稻已到秋收时
节。航拍画面中，薄雾逐渐散去，
成片金黄萦绕农家村舍。农民正在
田间忙碌着收获，脚踏打谷机嘎吱
作响；收割机在稻田中穿梭，与金
色稻浪交相辉映。

中国农网关注到，在武陵山腹地
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
乡何家岩村，蓝天白云下，万亩梯田层
层金黄，风吹稻浪阵阵清香；漫山遍野
忙收割，家家户户晒新粮，一片欢畅。

网上一则题为“晋祠镇水稻丰收
在望”的消息，讲的是山西省太原市晋
祠镇千亩水稻田的美景。文中写到，秋
风为葱茏的稻穗染上一层金黄，从空
中俯瞰，以稻为笔、以地为纸绘制出丰
收在望，恰似江南风光的稻花盛景。

微博账号“新京报”把视野放在
河北。“秋收时节，张家口五彩梯田
太美了”——9月中旬，河北省张北
县台路沟乡境内五彩梯田宛如图画，
美不胜收。农田里机械化收割机来回
穿梭，农民们忙碌地进行莜麦、胡麻
等农作物的收割。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
怀洪村成了“现实版漠漠水田飞白
鹭”。微博账号“农民日报”报道，
这里莲叶田田，花香弥漫，产出的

莲藕洁白如玉、个大肉嫩。漫步荷
塘边，朱自清 《荷塘月色》 中所描
写的景象近在眼前。

“视听甘肃”报道，金秋时节，
陇原各地的农作物陆续成熟，迎来
收获季。在天水，漫山遍野的苹果
为大地披上红装，一颗颗饱满的果实
压弯枝头，苹果、红叶相互交织，铺就
出金秋丰收的底色。甘肃省庆阳市西
峰区的早熟苹果也迎来收获期，果园
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的景象。

山东省菏泽市农民韩国瑞别出
心裁，“山东大叔用五谷杂粮作画”
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作为“粮画”
第八代传承人，韩国瑞利用五谷杂
粮的自然形状和颜色精心拼粘，制
作成一幅幅葡萄、梅花、骏马、猛
虎 等 栩 栩 如 生 的 画 作 。 网 友 评 价
说：“好看也能当饭吃！”

五谷丰登

金秋之美，美在丰收。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秋粮是全

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比在四分之三

左右。秋粮收获进度如何、产量如
何，如何确保颗粒归仓，备受关注。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9 月 21 日消
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
国秋粮已收获 2.36亿亩，完成 18.1%，
进度同比快 0.9个百分点。分地区看，
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及华
南地区已收两成半，西北地区已收一
成半，黄淮海和东北地区零星收获。预
计今年“三秋”期间各地投入各类农业
机械将达到3000万台套。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
区，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
居全国第一。“眼下是黑龙江北大荒
人最忙碌的时节，各个农场传来水
稻、大豆丰产的喜报。”澎湃新闻转
载《农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介绍，九
三分公司鹤山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
区 2700 多亩的大豆已进入成熟期，
预计亩产超400斤。

央视网关注到一组预计数据。在
安徽省歙县酸化耕地治理试验示范
区，2000 亩水稻经过测产，预计增产
10%。在山东省昌邑市，2.4 万亩盐碱
荒滩在深翻土地、淡水压碱后种上了
玉米，今年亩产将超过 1000 斤。在吉

林省农安县万亩黑土地保护利用核心
示范基地，板结的土壤变得疏松，预计
玉米增产5%以上。在甘肃省武威市凉
州区，1.8万亩撂荒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后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玉米，如今也迎
来收获，亩产有望达到1500斤。

内蒙古自治区有 1.72 亿亩耕地，
是全国5个耕地保有量过亿亩的省区
之一。这里也传来好消息——沙漠腹
地土豆迎丰收。新华网报道，近日，位
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鄂尔多斯市杭锦
旗阿木古龙健康产业园内的土豆迎来
丰收季，工人们筛选、装运土豆，一派
繁忙景象。近年来，杭锦旗通过技术
改良提高沙地利用价值，开展土豆等
农作物种植，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在陕西省，处处丰收。微博账号
“安康日报”报道，石泉县熨斗镇第
一批670亩玉米收获归仓正在有序进
行中，预计产量达26.8万公斤，进一
步保障粮食安全，稳稳守住“粮袋”。

日喀则市素有“西藏粮仓”的美
誉，西藏自治区一多半的青稞都产自
这里。中国西藏新闻网关注到，9月的
日喀则，青稞飘香，各县区全面进入秋
收，广大农牧民抢抓有利时机，在田间

地头忙碌。目前全市收割面积已达74
万余亩，秋收进度与往年基本一致。

秋粮收购已陆续开始。人民网 9
月 20 日消息显示，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介绍，目前，全国夏粮旺季收
购已接近尾声，收购量同比增加，秋
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预计旺季收购量1.85亿吨，与常年水
平大体相当。

第五个丰收节

金秋之美，美在节庆。
9 月 23 日，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
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关键之年。今年
丰收节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近
期以来，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庆祝活动。

今年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设在
成 都 。 主 场 活 动 举 办 地 天 府 农 博
园，是“农业生产的热土、农民生
活的乐园”，核心区有 3000 亩高标
准农田，田边还有 5 个稻浪展馆。
达州市是四川省产粮大市。封面新
闻报道，今年达州预计全市粮食总
产可达 325 万吨以上，有望连续十

年保持全省第一。
河南省是粮食生产大省，粮食总

产量连续5年超过1300亿斤，占全国
的 1/10，每年外调原粮及制成品 600
亿斤左右，在全国粮食生产格局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丰收看
河南”，微博账号“大河网”9 月 21
日提前预热：2022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洛阳市孟津区主会场活动将于
9月22日，在朝阳镇南石山村 （三彩
小镇） 盛装开幕！“秋分时节，老家
河南与您云端相约”，河南当地不少
网络媒体关注“老家丰收啦”。

辽宁省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和畜牧
业、渔业、蔬菜、优质水果及多种特
色产品的重点产区，也是全国重要的
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东北新闻
网报道，该省在沈阳、大连、锦州、营
口 4个主会场以及全省 31个分会场，
同步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据悉，
沈阳市举办第二十二届沈阳国际农业
博览会等。大连市丰收节在线上举办。
锦州市有黑山地瓜、北镇葡萄、义县花
生、凌海海参等优质特色农产品，陆
续开展4项20余场庆丰收活动。营口
市举办第五届中国 （营口） 海蜇节。

不少地方的丰收节活动，搭配乡
村旅游推介，重视参与者体验。“南
方+”客户端报道，9月 20日，结合
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省韶关市
在乳源大桥镇深源村举办“稻田里”
南岭乡村文化节系列活动。活动推介
了韶关茶、果、兰花、食用菌等特色
农产品品牌，发布了“九龄故里、百
里画廊”西京古道瑶乡之旅等国庆长
假十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活动现
场，穿插了瑶族舞蹈 《金钹飞舞》、
男女声二重唱 《幸福瑶歌》、唢呐独
奏《百鸟朝凤》等节目。

“丰收节，农民的节，全体中国
人的节！”网友说。

图①：9 月 20 日，在山东省聊城
市胡屯镇中心小学劳动实践基地，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采收丰收的玉米。

赵玉国摄 （人民图片）
图②：9 月 19 日，在 2022 年内

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会场庆丰收趣味运动会上，选手进
行搬南瓜比赛。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图③：9 月 19 日，在甘肃省嘉

峪关市新城镇新城村，种植户在晾
晒玉米。 马玉福摄 （人民图片）

图④：9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桂林市灵川县定江镇聚田村，丰收
的田野美如画卷。

黄勇丹摄 （人民图片）

奔腾的河水上空，架着一道滑索。一位身
穿白大褂、肩背医药箱的医生，把自己挂在索
道上，从河岸一边滑向另一边。这幅画面，曾
是云南怒江的“索道医生”邓前堆重复过无数
次的行医日常场景。但如今，随着公路通到每
个村里，邓前堆的村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报道，乡村医
生邓前堆所在的村庄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这里山高谷深，
人口稀少，共有6个村民小组，分布在怒江东西
两岸。

30 多年前，邓前堆刚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时，村民往返两岸间，只能通过一条百米长的
溜索。因为老弱妇孺和身体虚弱的病人，无法
通过危险的溜索来村卫生室检查，邓前堆就决
定学习自己过溜索，到对岸给乡亲们看病。

“刚开始学的时候，又害怕又紧张，特别
是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过溜索比较危险。”
邓前堆回忆说：“我习惯在一只手上，抓一把
草，再握住溜梆，用另一只手照着电筒。快到
对岸时，用力捏住手里的草作为缓冲，就能刹
住了。”

有人曾劝邓前堆放弃乡村医生的身份，到
外地打工挣钱。但他婉拒说：“生在拉马底村，
长在拉马底村，为乡亲们做点事是我的责任。”

几十年来，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
要有村民病了，邓前堆都随叫随到，通过索道
奔波于高山峡谷间。村民亲切地叫他“阿邓医
生”。“不管多远的路、有没有医疗费，阿邓医
生都会给我们看病，他的电话就是拉马底村的

‘120’。”

近年来，拉马底村村民的求医问诊之路发
生了巨变。

2015 年 全 国 两 会 ，“ 溜 索 改 桥 ” 被 写 入
《政府工作报告》。桥建成了，村里还通了公
路，邓前堆再也不用溜索了。2019 年 9 月，邓
前堆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开始了驾车巡
诊之路。“以前最远的村子，要四五个小时才
能到达，现在方便很多，我开车过去，半个钟
头就能到了。”

2020年11月，福贡县57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摘帽。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仅需要大
病救治，还需要慢病管理。现在的福贡县，已
经全面完成家庭医生签约，这也让邓前堆有了
一个新身份——家庭医生。

村里有慢性病的患者，都成了家庭医生的
签约患者，邓前堆每个季度都要随访。“这几年
村里的变化太大了！”邓前堆说，村里新的卫生
室建起来了，乡村医生从最初的 1 个增加到 4
个，乡亲们“小病小痛不出村”的目标基本实
现了。他说：“我和乡亲们感情都很深，就是这
份感情和信任让我每天活得很开心，很有价
值。一辈子当村医，绝不后悔！”

“索道医生”的坚守以及近年来当地村民生
活发生的变化，令许多网友感动。网友“杨
勇”留言说：“坚守乡村，医者仁心，邓医生了
不起！”网友“海滩”留言说：“通过扶贫，让
溜索变成了大桥，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医疗水
平也提高了。看到邓医生和村民们现在过上了
更加美好的生
活，真替他们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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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积极组织本土电商人才通过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方式，拓宽
销售渠道，向消费者推介当地农产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图为9月20日，在赣榆区石桥镇韩口
港渔业码头，两名主播通过网络直播销售海产品。 司 伟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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