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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中出席二〇二四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

新华社郑州 9月 22日电 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刘 国中 22 日在河南兰考出席 2024

年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全 国 主 场 活

动。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激励振奋亿万农民和社

会各界的干劲信心，扎实推进乡村

全 面 振 兴 ，为 实 现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基础。

刘国中现场参观了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成果展以及优质农

产品、乡村工匠技能等展示，与农民

群众共庆丰收。

刘国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

七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

同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

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对农民群众的亲切关怀。今年以来，

广大农民和各级干部辛勤努力，克服

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实

现夏粮增产、早稻稳产，全年粮食丰

收在望，成绩来之不易。当前正值秋

粮收获季节，要毫不放松落实好田管

措施，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

对，奋力夺取秋粮丰收。要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落实好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推

进乡村建设、完善乡村治理，千方百

计增加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刘国中还实地调研了秋粮收

获、田间管理等情况。

田 华 ：繁 花 无 尽

沃土能培育出鲜花。

田华，正是一株在沃土中开放的花朵，

“党和人民培育了我”。

从抗日敌后战场的“篷帐舞台”，到新

中国的大银幕，再到人民解放军一线指战

员身边，炮火硝烟洗礼着她，时代的朝露

滋润着她。

演一路、歌一路，田华塑造了“白毛女”

“党的女儿”“人民法官”等无数家喻户晓的

角色。她的艺术人生，繁花无尽。

一朵小紫花

1940 年 初 夏 ，华 北 平 原 麦 香 怡 人 。

河北唐县北固城村的扬谷场上，挤满了十

里八村的乡亲——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

敌剧社在这里演出。

12 岁的刘天花第一次看“说话的戏”，

戏名叫《我们的乡村》，戏里的村干部、妇救

会、儿童团，还有可恶的汉奸，演的是她生

活中的人，说的是抗日救国的事。

刘天花看得如痴如醉，鼓掌鼓得很卖

力，学唱革命歌曲唱得特别大声。

第二天，她换上一身崭新的土紫花布衣

裳，加入抗敌剧社，正式参军。时任剧社副

社长汪洋给她起了个艺名：“田华”。

从此，田华再也没有离开她热爱一生的

革命文艺工作。

跟着部队转战不是件简单的事。白天

反“扫荡”，晚上行军，爬山上不去，小田华就

拽着老同志的皮带，摔伤了也不哭，很快适

应了流动性很大的剧社生活。

同时，田华得到了艺术启蒙。从学发

声、练劈叉、纠正口音到演唱歌曲、排练舞

蹈、表演话剧，她有天分又肯吃苦，在革命队

伍中茁壮成长了起来。

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向敌后展开“政

治攻势”，以打破敌人“囚笼”。

田华也跟随剧社文艺轻骑队提起写

标语、画壁画的桶子，带上简便演出用具，

翻过一道道封锁沟墙，绕到敌后甚至是敌

炮楼附近演出。

歌剧、秧歌剧、活报剧，田华他们的表演

揭露了敌伪的残暴欺诈，指明了抗战必胜的

前景。妇女们紧紧拉着田华的手，思想活跃

的青年向她打听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伪军家

属泣不成声要劝丈夫改邪归正。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

场。”田华说，文艺轻骑队是敌人重点袭击的

对象，但炮火不能让他们退缩。

1944年，16岁的田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簇报春花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电影制

片厂决定把解放区著名歌剧《白毛女》搬上

银幕。田华被选中饰演主角“喜儿”。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贫苦农民翻身

求解放的故事片。

经历种种侮辱磨难，“喜儿”发现自己头

发变白时，痛苦交加、仰天长泣。田华融合

中国戏曲表演的感情动作，以民族化风格，

表达了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批判。

《白毛女》伴随新生的人民政权，火遍大

江南北、享誉海外。人民电影事业蓬勃发展

起来。田华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

演员，并于 1954 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

代表。

此后，田华塑造了更多不同的中国女

性形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视死如归

的“党的女儿”李玉梅，解放海南岛时风风

火火的渔家女金小妹，还有公安战士石

云、法官尚勤⋯⋯

一个个“她”，如同时代枝头的报春花。

为什么田华演什么像什么？

她答：“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

人民群众生活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要始终

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田华经常深入连

队慰问演出。老山前线，她带着八一电影制

片厂演员连续演出20多场，官兵最多时一场

达到 2000人，少的时候只有一个炮位上的

几个人。有的点位实在上不去，田华就在

“猫耳洞”里用电话给战士们唱歌。

她说：“我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为部队

服务。”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前夕，田华被授予

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

一捧勿忘我

田华晚年，喜欢勿忘我，“你看它开花时

是一捧紫色，灿烂极了，开败了依旧是那样

的紫色，我喜欢它不褪色”。

不褪色的，也是田华。

1990年，62岁的田华正式离休，但她没

有选择安逸的生活，“我们还有丰富的舞台

经验，哪怕是残烛也要放射热量和光明”。

重要节日、重大演出、赈灾义演，田华招

之即来。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排练，她腿部骨

膜炎急性发作，靠偷偷吃止痛片坚持下来。

培养人才、公益活动、关爱下一代，田华

倾尽心血。她创办艺术学校培养影视人才，

逢年过节去工读学校陪伴失足少年，联合老

艺术家们捐款筹建希望小学⋯⋯

2008 年后，田华家中接连遭遇变故。

家人相继患病产生的巨额治疗费，让原本宽

裕的家庭变得窘迫。

商家带着几百万元的保健品代言费找

上门，田华拒绝了：“我真缺钱，真想要钱，可

钱不是这么个挣法。我不能让观众觉得，

‘党的女儿’只向金钱看！”

与田华相濡以沫 60多年的爱人苏凡，

在 2016年与世长辞。更早之前，他们的小

儿子也因病去世。田华把组织上和关心者

送来的慰问金、捐款共计16万元，交给了焦

裕禄精神发源地兰考县的农村小学。

人们没有看到她的眼泪，只见她身姿依

旧挺拔。

如今，96岁的田华最常做几件事：读报

纸、看新闻，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练声背诗；

记日记或给苏凡写信。

（新华社北京电）

□ 新华社记者 刘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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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汛以来，

我 国 暴 雨 洪 水 频 发

重 发 ，防 汛 难 度 大 、

任 务 重 。 其 中 一 个

明 显 特 点 是 中 小 河

流超警数量多、洪水

涨 势 猛 ，超 过 1100

条 河 流 发 生 超 警 以

上 洪 水 ，远 高 于 常

年。这警示我们，下

好防汛“一盘棋”，除

了 抓 好 大 江 大 河 大

湖治理，也要找准薄

弱环节，补上中小河

流防汛预警等短板，

千 方 百 计 杜 绝 风 险

隐患。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明 确 提 出 ，“ 坚 持

系统观念，准确把握

流 域 河 系 特 点 及 洪

水 特 征 ”“ 切 实 提 升

整 体 防 洪 能 力 ”。紧

盯薄弱环节，强化中

小河流治理，是增强

洪 涝 灾 害 防 御 的 重

要一环。

这 些 年 ，我 国

加 快 构 筑 流 域 防 洪

工 程 、雨 水 情 监 测 预 报 以 及 洪

涝 灾 害 防 御 工 作 三 大 体 系 ，洪

水 防 御 网 越 织 越 密 ，应 对 洪 灾

的 底 气 更 加 充 足 。 但 在 量 大 面

广 的 中 小 河 流 、水 库 中 ，仅 是 承

担 防 洪 治 理 任 务 的 中 小 河 流 就

有 6800 多 条 ，其 中 相 当 一 部 分

河 流 的 防 洪 标 准 偏 低 ，监 测 预

警 能 力 不 足 ，还 有

不 少 病 险 水 库 ，一

旦 出 现 强 降 雨 就 可

能引发险情。

防 汛 抗 洪 决 不

能“ 抓 大 放 小 ”。 在

确保大工程、大水库

发 挥 防 洪“ 王 牌 ”作

用的同时，有必要进

一步强化小河流、小

水库治理，抓“大”管

“小”，把防汛责任压

实到每个环节。

抓“ 大 ”，就 是

在 流 域 防 洪 工 程 体

系 建 设 上 ，打 好 水

库 、河 道 及 堤 防 、蓄

滞 洪 区“ 三 张 牌 ”。

在 防 洪 咽 喉 位 置 ，

加 快 实 施 一 批 控 制

性 水 库 工 程 ；确 保

七 大 江 河 重 要 堤 防

尽 快 全 部 达 标 ；提

升 蓄 滞 洪 区 调 度 能

力 ，保 证 关 键 时 刻

“ 分 得 进 、蓄 得 住 、

排得出、人安全”。

管“小”，就是加

强 对 中 小 河 流 的 治

理与水文监测预警，提升超标洪

水 防 御 能 力 。 要 把 田 间 地 头 的

小沟小渠疏通好，把堤坝的防洪

标 准 提 上 去 。 对 于 不 少 防 汛 意

识 偏 弱 的 小 城 镇 尤 其 是 农 村 地

区 ，要 加 大 防 守 巡 查 力 度 ，提 高

应急响应速度，打通防灾减灾最

后一公里。

（上接第一版）“得益于精准有力投资，我国能源生产结构持续优化，能源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会长王思强说。

区域投资协同并进

在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202个重点项目亮相“北京

日”暨京津冀协同招商推介大会，投资总额1622亿元。

京津冀携手“大动作”，是我国重大区域板块促进投资增长的一个缩

影。2013年至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

区域投资年均增速分别为4.6%、8.2%、6.9%、8.4%，新的增长极蓄势崛起，

重点区域带动效应不断显现。

“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启动以来，区域发展呈现出强大的协同效

应，内部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带动了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江苏沿海

发展智库执行主任卢东祥说。

从更长时间看，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区位优势，实现了投资

规模的快速扩大。此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的战略决策先后出台，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投资空间不断拓展。

近年来，各区域板块之间持续增强融合互动，区域发展整体协同性得到稳

步提升。

民生领域投资增长

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社会民生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作为积极扩

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内容。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国家加快把交通运输发展作为重要战略目

标，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体系进一

步完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交通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 8.1%，形成了以

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与此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跟进，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增

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目前，全国接入网络基本实现光纤化，光网城市

全面建成，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水平全球领先，平均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

24个。

从筒子楼到住宅小区，从低矮平房到高层公寓，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逐步建立，人民群众居住条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近年来，党中央加快推

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

程”。据测算，“三大工程”建设可带动新增投资万亿元左右，不仅大幅提

高人民生活质量，还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力。

教育、医疗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新中国成立以来，

社会领域民生投资不断增强，民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民生保障水平大步

前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卫生、教育投资年均增长达22.4%、

15.9%，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城乡教育资源进一步均衡发展。

下图 9 月 20 日，甘肃省张

掖市高台县巷道镇东联村文化广

场上，村民们舞起雄狮欢庆第七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王 将摄（中经视觉）

左图 9 月 22 日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江乡拍

摄的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云南省主场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又 是 一 个 丰 收 年又 是 一 个 丰 收 年
金风送爽稻田黄，丹桂飘香谷满仓。

9 月 22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河

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仪封镇代庄村举行。

主会场旁，高标准农田整齐连片，处

处都能感受到农业现代化气息。自动气

象观测站、苗情监测仪矗立田间；高大的

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农机展示区，现代

化的农业机械整齐排列。

联欢会上，政府搭台、农民唱戏，《美

好的日子唱着过》等一系列沾着泥土的淳

朴节目大放光彩。浙江省宁波市周巷镇

天元村的村民们将村歌带到了丰收节主

场活动的舞台上。

走进“减油增豆·营养膳食”乡村特色

美食品鉴推广区，美食推介官们正大声吆

喝，请路过的乡亲与游客尽情品尝。乡野

食材做成丰盛农家宴，吸引参会人员流连

忘返。

主场联欢会落下帷幕，农耕农趣农味

体育活动、农民丰收故事会、村歌大赛、乡

村电影周等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没想到丰收节开到家门口。我感到非常

骄傲。”代庄村党支部书记代玉建表示，以

这次丰收节为契机，代庄村的发展一定会

越来越好。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学用

‘千万工程’礼赞丰收中国”，这些天，各

地广泛组织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庆

祝丰收活动，充分展示农民群众辛勤耕

耘、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据统计，全国

各地累计开展 3000 多场次活动，线上线下

结合，吸引数亿人次关注参与，营造了全

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

厚氛围。

吉林：查干湖畔鱼蟹肥

“1 万 元 一 次 ，1 万 元 二 次 ，1 万 元 三

次，成交！”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

际，查干湖畔的一场“蟹王、蟹后”评比大

赛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金秋的吉林大地，稻香蟹肥玉米黄，

一派丰收景象。在国家 5A 级景区查干湖

引松广场，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

县专门举办“查干湖三鲜”展销会暨第一

届“查干湖大闸蟹”开捕节，庆祝今年查干

湖水产丰收，以进一步做大做强“查干湖

大闸蟹”品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该县副县长乌日鲁格表示，去年县里

发布了“查干湖大闸蟹”品牌，今年“查干

湖三鲜”（鱼、虾、蟹）全面上市，全县水产

品业态不断丰富，一年一个新台阶。下一

步，将坚持以规模占领市场、以品质引领

发展，不断提升“查干湖三鲜”品牌效益，

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四川：数智赋农促增收

9 月 22 日，以“学用‘千万工程’礼赞

丰收天府”为主题的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在成都市新都区天星

村举行。来自四川 21 个市（州）的各式粮、

瓜、果、菜等农特产品“群英荟萃”、琳琅满

目，游客们沉浸在现代农业丰收展示、特色

农产品展销与品鉴、农耕文化体验及科普

等场景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天带了猕猴桃、雪梨、黄金梨、绿

壳土鸡蛋、米豆腐等特色产品来参加庆丰

收活动。现场 1 个小时不到，绿壳土鸡蛋

就被抢购一空。”来自四川省广元市苍溪

县云峰镇华盖村一组的苍溪欣源农场农

场主廖素英开心地说。

庆丰收活动还同步进行“数智赋农

振兴 39”电商直播，聚焦四川 39 个欠发达

县域，助力欠发达县域特色农产品通江达

海；天虎云商电商平台开展现场直播带

货，直播间里人山人海，展示特色农产品；

“我的乡村有多美”——四川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主题摄影展则全景式展示了四川

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与丰富内涵。

浙江：提升供应链效率

9 月 22 日上午，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浙江主场活动在杭州临平拉开帷幕，浙

江各地围绕“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

中国”主题，举办农民歌舞、农事体验、“土

特产”展销等系列活动，与全国万千农民

一起庆丰收、促和美。

天 目 笋 干 、西 湖 藕 粉 、临 安 山 核

桃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 30 个“土特产”

展销摊位，各地甄选的数千款农产品琳

琅满目，让人们沉浸式品美食、赏秋景。

杭州市临安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陶国英表

示，将以“土特产”集中推介活动为契机，

引导各类主体强化分工合作，构建从田

头到餐桌的高效协同机制，提升供应链

效率，更好地发挥产业融合乘数效应，让

“ 土 特 产 ”成 为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的 致 富

产业。

截至目前，浙江已发布 300 个省级名

优“土特产”，并持续开展“土特产”精品培

育试点。针对部分“土特产”头部链主型

企业数量较少、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占比

不高等短板，浙江提出要培育名企、名品、

名家，打造链条更完整、业态更丰富的“土

特产”全产业链，让农民从全产业链各环

节分享增值收益。

安徽：智慧养殖显身手

9 月 22 日，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

徽主场活动在蚌埠市固镇县举办。活动

上展示的农产品琳琅满目，量多质优的猪

牛羊鸡鸭鹅鱼等当地畜牧养殖肉产品更

是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从种植业到畜牧业，固镇加快将农业

发展成现代化大产业，全县肉类高端绿色

食品产业集群，生猪、肉牛、肉羊、肉禽等

产业链持续完善。无人驾驶的 5G 运输

车、拥有“智慧大脑”的能源管理系统、零

下 18 摄氏度运转的自动无人立体库⋯⋯

蚌埠大成食品建立现代化智能管理平台，

采用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生产工艺和自

动化设备，生产全流程满满的“科技范”。

固镇县还加快肉禽加工企业配套养

殖基地建设，目前已形成以大成食品为

龙头的亿只肉鸡、桂柳食品为龙头的千

万只肉鸭、大北农牧原为龙头的百万头

肉猪、争华羊业为龙头的百万只肉羊等

规模化产业体系。当地还以“秸秆变肉”

暨肉牛振兴计划为契机，加快推进国海

创联 10 万头高端肉牛屠宰及深加工项目

建设。

贵州：稻谷秋收“丰”景美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丰

富多彩，记者在贵州省贵定县布依族音寨

村看到，身着蓝、青、黑、白等颜色服饰的

布依族男女青年唱起了布依族山歌，跳起

了富有生产劳动场景的织布舞、生产舞、

丰收舞、粑棒舞、刷把舞等。

在贵定恒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千

亩稻田里，农户抢抓农时收割成熟的水

稻。“这几天我请了 5 台收割机收割 1500

亩优质稻，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公司负

责人刘辰飞向记者介绍。

近年来，贵定县坚持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产业结构在发展中不断优化升

级，发展动能日益增强，年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 135 亿元，城镇化率达 54.9%，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显著。

文/本报记者 李和风 王新伟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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