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季耕耘乐，最喜是丰收！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聚焦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和城乡融合

发展，聚力加快打造乡村振兴样板之地。

走进希望的田野看农业发展态势，我省农

业正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

业链、价值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您好，欢迎您到都夏园来做客。我们这里

的番茄有五六十个品种，可以做番茄宴。”走进

于都县都夏园农业产业园，这里的番茄种植场

景超乎人们对传统农业种植的想象——

在都夏园的大棚里，一个个红灯笼似的番

茄挂满枝头，温室大棚中近千个传感器，实时记

录调控棚内温、光、水、气、肥。种植于智慧化温

室中的番茄，色泽透亮、形态饱满、口感酸甜，年

产量是普通大棚的 6 至 8 倍。番茄成熟后除直

供市场外，都夏园公司还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

集成自动包装线装备和工艺技术，对番茄进行

深加工，番茄块、番茄蛋花汤等产品已批量生产

供应市场。

产品还是农产品，但用产业化模式运作，将

工业化、智能化贯穿其中，农产品上也多了一些

工业的气息，既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让原本形

态单一的农产品以多种样貌走向市场。

工农相“链”，让传统农业多了一份发展的

底气——这便是机械化与标准化。

在赣州最大预制菜生产基地赣州市晟阳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红烧肉、鸡肉、大块鱼在标准

化机械加工下，烹制成为一份份可口的菜肴，这

些预制菜如今已在高铁、飞机等场所畅销。

而农业与服务业相“链”，则多了一份文艺

气息。

在遂川县，一瓢甘洌山泉加一把清香的狗

牯脑绿茶，就是一杯茶饮了。近年来，遂川县让

茶产业“链”起了当地旅游茶文化、茶科技、茶人

才、茶金融。

依托茶做旅游，遂川县汤湖乡的李小平探

索出一条茶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用一片小

茶叶讲述了“狗牯脑茶的故事”，弘扬传统茶文

化，吸引游客观光旅游、体验采摘，吸引茶领域

人才不断探索培育优质新茶，吸引金融资本助

力茶产业做大做强，推动当地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成为产业融合的典型示范。

一产向好，二产变强，三产兴旺。眼下，宁

都虔农食品有限公司开发的“精固棒”富硒系列

产品，通过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销往

全国各地；通过网店、直播带货等线上渠道和实

体店团购等线下渠道，去年一年就完成近亿元

的销售额。

2022 年 ，全 省 规 模 以 上 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4436 家，营业收入 6168 亿元；省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1058 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68 家，全国排名第 14 位。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

不断做大做强，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高质量

发展。

农业是“接二连三”的产业。今年以来，我

省聚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头雁

引航 雏鹰振飞”行动，通过外引内培、双轮驱

动，全省已累计签约项目 282 个，签约金额达

734.75亿元。

进入新时代，全省的乡村产业越做越大，农

民生活越来越好，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如

今，各乡村的“硬件”和“软件”同步升级，“环境

美”“生活美”二者兼具，产业兴旺、乡村和美，广

袤的田野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广大农民

朋友共享“强农惠农富农”的丰收果实。

喜看稻菽千重浪 沃野流金庆丰年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西分会场活动

将于 9 月 23 日在上饶市鄱阳县开幕，活动将重点

开展“十大主题活动”。

一是最美乡村“抖”舞大赛。在前两届“抖”

舞大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以百县“抖”舞、千村

斗美的形式庆祝丰收，组织全省优秀涉农企业、

农业带头人、农民代表、三农网红博主积极参与，

融合短视频推介和多元宣传手段，“dou 出赣农星

风采”。

二是融媒体新闻行动。邀请部分中央驻赣媒

体、省直新闻单位等开展媒体采风活动，集中宣传

报道全省各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盛景。同

时，聚焦活动举办地上饶市和鄱阳县绿色发展，积

极宣传当地农业、生态、文旅等特色资源，展现“五

美”乡村和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是丰收欢庆晚会。今年晚会改变往年做

法，策划在开幕式前一天举办。晚会将以“赣鄱

大地竞丰饶”为主题，以鱼米之乡、科教兴农、产

业融合、幸福生活为主线，分为《看·丰收景》《绘·

强农卷》《奔·振兴路》《展·幸福貌》四个主章节，

让农民身影走上舞台，让农业硕果充满舞台。

四是开幕式。开幕式设立《鱼粮满仓 丰收

的喜悦》《稳产增收 希望的田野》《富裕富足 金

秋的邀约》三个篇章，寻丰收色彩、话丰收故事、

看丰收表情、听丰收声音，与广大农民朋友共庆

丰收、共享喜乐。

五是全省农旅休闲及农特产展示展销会。

依托江西农业农村特色资源，打造“实在人、实在

货、实在价、实在节”江西农特产品专享购物季。

通过“展销+博览+品鉴+体验+洽谈”等多种形式，

突出展示各类土特产以及“赣鄱正品”品牌产品，

活动首次将我省农旅、康养、休闲、民宿等内容纳

入展示，将文旅产品、土特产品作为独立板块进行

展示展销。展会时间为9月22日至25日。

六是“江西真购美”农民丰收签约电商消费

季。以“打造线上永不落幕的丰收节、绘制农产

品电商直播蓝图”为主线，从 8 月下旬开始，通过

江西农民网红助农直播、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现

场签约与直播、24 小时融媒大直播（鄱阳 16 个丰

收直播点）等活动，全面展示江西农民丰收电商

图景、推介江西农产品，在全网掀起一波抢购江

西农产品的消费浪潮。

七是乡土美食大集。紧紧围绕“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打造“鄱阳+上饶 11 县（市、区）”农

民乡土美食大集汇，以美食为载体，串起产地故

事、文化内涵、加工升级和共同富裕的美丽图景。

八 是“ 超 级 农 机 秀 ”全 国 农 机 具 展 示 展 销

会。打造“923 买农机最划算”全国农机展销平

台，设置“农机专用车展销区”“智慧农机展销区”

“新能源农机展销区”“农机技术交流区”“农用物

资展销区”和智慧化模型展示区，组织全国品牌

农机具生产企业参加农机具集中展示展销和各

类服务活动，展示新时代的新农具、新设备、新技

术、新模式。

九是乡村嘉年华。立足鄱阳旅游资源，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聚集“吃、住、行、游、购、娱”要素，围绕

线上引流、农民“抖”舞大舞台、乡村非遗秀、农民趣

味运动会等系列子活动，以“节庆搭台、村民唱戏”

的形式，举办乡村嘉年华，让农民朋友轮番登台，感

受“唱主角、过大节”的欢乐，打造全民参与的才艺

展示舞台，凸显新时代文明乡风新气象。

十是丰收点参观活动。开幕式当天安排与

会嘉宾参观鄱阳湖大米智能加工中心，水果、茶

叶、油茶、粮食丰收点，文和友美食城，水产丰收

点等，感受现代农业发展魅力，体验热闹、欢腾、

壮美的丰收场景。

春 种 秋 收 ，大 地 流 金 。 赣 鄱 沃 野 好“ 丰 ”

景 ，稻 熟 鱼 肥 果 飘 香 。 2023 年 是 全 面 贯 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起步之年。我省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

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扎实做好

农业稳生产、保供应、扩投资、促升级各项工作，

上半年，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提质、接

续向好”的态势，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景。

崇义上堡梯田的稻子熟了，山坡上翻滚着

层层金色稻浪；安义阳光玫瑰葡萄园里，一串

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

一阵阵清香；婺源篁岭村村民正忙着晒秋，金

黄的南瓜、红彤彤的辣椒铺满房前屋后；鄱阳

扬澜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罗氏沼虾养殖基

地 ，鲜活而肥腴的罗氏沼虾正装车运往长三

角市场……

致敬农民，礼赞丰收。丰收在望，全省各

地积极筹备的各种节庆活动尽显农民朋友忙

丰收、庆丰收、话丰收、享丰收的喜悦之情。

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笔

者深入田间地头，看丰收景象，听丰收心声，话

丰收远景。

“中国农民丰收节”
江西分会场活动抢先看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悠悠万事，粮安天下。

眼下 ，正 是 中 稻 收 割 季 ，我 省 各 地 农 民 正

利用晴好天气抢收稻子。走进鄱阳县万亩水

稻种植基地，只见十几台收割机正加紧作业。

合作社成员李江东高兴地说：“今年天帮忙、地

争气，该基地全部按有机绿色标准种植，不但

减 少 了 农 药 、化 肥 的 用 量 ，而 且 一 亩 地 的‘ 总

产’做大了。”

据农情调度显示，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形

势良好，早稻总产 136.9 亿斤、比去年增加 1.5 亿

斤，当前全省中稻正进入全面收割期，晚稻长势

良好，夺取丰收有基础、有信心！

丰收不只体现在粮食生产方面。日前，上

饶市广丰区千亩富硒马家柚基地迎来了一拨又

一拨客人。“这里种出的都是富硒红心柚子，水

分足、糖分低、营养好，很受欢迎，这个月网上就

订了 1000 多公斤。最近几天又有几名上海客商

直接开车到基地拉货，我一下子就卖出了 3 万多

公斤柚子。”说起自家马家柚畅销长三角市场，

基地负责人徐胜安的脸上满是喜悦。

上半年，全省生猪、果蔬等重要农产品也是

产 销 两 旺 。 据 统 计 ，上 半 年 全 省 蔬 菜 总 产 量

861.59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3.3%，生 猪 出 栏 1556 万

头、市场供应充足，家禽出栏 2.5 亿羽、同比增长

4.4%，禽蛋产量 33.6 万吨、同比增长 3.8%，水产

品总产量 131.4万吨、同比增长 4.6%。

农产 品不 仅要产 得出 、产得 好、更要 卖得

好。为了做强“土特产”文章，我省进一步加强

了与主流电商平台的合作，与阿里、京东顺利签

约合作。今年 1 至 7 月，全省通过淘宝、天猫、京

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4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 15.4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54.9 亿

元、同比增长 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868元、同比增长 6.3%。

丰收的画卷里，还有很多亮色。

“普通的脐橙，一公斤仅卖 6 元，而我的农

夫山泉牌脐橙却可以卖到 20 元一公斤。随着

20 多个新品种的培育，果农还可选择种植专供

加工橙汁的品种。”信丰县农夫山泉脐橙合作社

社员龚小兵向笔者不停地推介自己脐橙。他

说，这价格虽然比普通脐橙高，但有了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身份的加持，仍供不应求。

信丰是我省最早种植脐橙的地方之一，近

年来，该县坚持以品牌建设引领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围绕“种出来，卖出去；提品质，增效

益”的目标，推进“信丰脐橙”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建设，实现农民增产丰收。

近年来，我省还培育出南丰蜜橘、宁都黄

鸡、遂川狗牯脑等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和

美誉度的农产品品牌，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150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达 5748 个，其中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 105个，位居全国前列。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让农民更富裕、生活

更 幸 福 。“ 这 里 原 来 大 多 是 荒 山 ，现 在 建 成 了

150 亩 蓝 莓 基 地 ，基 地 内 蓝 莓 品 种 繁 多 ，有 蓝

莓 一 号 、莱 格 西 、奥 尼 尔 、薄 雾 等 7 个 品 种 。

我们从周边村庄聘请 20 余名村民从事除草、

摘 果 等 田 间 管 理 工 作 ，给 周 边 村 民 提 供 了 就

近 就 业 机 会 ，乡 亲 们 的 钱 袋 子 越 来 越 鼓 。”都

昌县汪墩乡家园园林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曹淳峰说，经过七八年的发展，蓝莓基地还增

加了钓龙虾、烧烤等业态项目，进一步增加游

客体验感。

“我学会直播后，在平台上申请了账号直播

带货。现在，家里种的农产品在网上销售，供不

应求。”技能培训给不少村民带来了甜头。我省

连续多年把农民技能培训列入为群众办实事清

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技能培训 21.8 万人，

其中“一村一名大学生”7.2 万人，通过开展科学

种田、农机使用等技术培训，开办田间学校、送

科技下乡……把技术和知识送到田间地头、送

到农户手中，储备了一批懂现代特色农业产业、

特色种养、现代农业装备、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

专业知识的技能型人才。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

收入是关键。富裕不会从天而降，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我省聚焦农民富裕富足目标，做好品

牌强农、技能富农、抱团发展的文章，着力促进

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一方面，农产品品牌

建 设 提 高 了 农 产 品 附 加 效 益 ，实 现 了 富 民 增

收 ；另 一 方 面 ，我 省 通 过 技 能 培 训 为 农 民“ 增

能 ”，通 过“富 脑 袋 ”，为 农 民 在 市 场 打 拼 提 供

“十八般武艺”。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丰收时节的赣鄱大

地，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全省粮经果蔬有望全面丰收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正加快形成

多点呈现丰收亮色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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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水县果农喜笑颜开

丰收的喜悦 油茶籽喜获丰收 宜春温汤金菊丰收 刘雪梅摄 南瓜丰收了 梅 翁摄 淮山大丰收

银河镇富硒水稻丰收

鸟儿欢歌庆丰收 汪和云摄

金溪县黄栀子喜获丰收

群捕鱼儿湖影中 颜卫民摄

宁都富硒脐橙挂满枝头宁都富硒脐橙挂满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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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市村前镇裕丰农牧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 聂靖生摄

串串葡萄挂满枝串串葡萄挂满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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