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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
个“金扁担”的故事。当年，农民们谈起在吃饱吃
好的基础上，境界更高的愿望时说，将来上山干
活就挑着金扁担。“这个‘金扁担’，我就理解为
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金扁担”的故
事引发了大家深入思考。

新华社记者近期采访发现，如今越来越多
的农民正在挑上“金扁担”。各地不断调整优化
农产品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加快农业机械
化、科技化，夯实稳产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现代化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瞄准“吃得好”

初夏，三江平原秧苗青青。黑龙江省富锦市

长安镇种植户申云强站在地头远望，绿油油的
稻田郁郁葱葱，一片生机。

前几年，申云强种的水稻是圆粒品种，每斤
水稻只卖 1 . 2 元。“身边不少人种长粒优质品
种，每斤能卖 1 . 5 元。” 申云强说，“大路货”
越来越不挣钱，今年改种了市场紧俏的长粒优
质品种。

“水稻种植全程可追溯，大家买我们的
大米，能知道是怎么种出来的。”黑龙江省桦
南县梨树乡种粮大户孙斌说，如果不根据市
场需求调整农产品结构，消费者就不会
买账。

孙斌今年流转 8400 亩水田，其中 4500 亩
种有机水稻，已签订销售订单，实现“未收先
售”。

产量、收益有保证，品质也要更安全。今年，
黑龙江省水稻种植面积近 6000 万亩，其中绿色
有机水稻面积达 3200 万亩以上。

“现在不能只看量，还要看质。”提起农产品
结构调整，黑龙江省北安市革命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富强说，今年合作社按照绿色
标准，种了 11 万亩大豆，都是高蛋白品种，更适

合做豆浆、豆腐等豆制品。
国产大豆主要用于制作豆制品，是城乡居

民植物蛋白消费的重要来源。黑龙江省是我国
最大的大豆主产区，面积占全国近一半。近年
来，黑龙江省通过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大豆面积
恢复到 6000 万亩以上，进一步满足国内大豆食
用消费需求。

在河南省商水县，种粮大户邱守先的 2100
亩小麦迎来丰收。实测显示，小麦亩产超过
1300斤。在小麦播种之前，邱守先就和面粉企
业签订了合同，全部播种市场需要的优质品种。
小麦收获完，过秤后，由面粉企业从地头拉到加
工厂。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处长李军
说，河南近年来不断优化调整小麦结构，今年全
省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 1350 万亩，订单率超过
90%，强筋中筋弱筋小麦结构更加合理，更能适
应市场需求。

农产品品种、质量和安全需求持续提高，
产粮大省农民们正根据新市场需求不断调整
农产品结构，扩大绿色优质水稻、大豆、小麦
种植。

告别“望天收”

手机一点就能浇地、施肥，在山东省夏津
县新盛店镇的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化示范田
里，该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李其河正在学习
用手机控制设备。

“有了这套设备，即使遇到干旱天气，也
能实现丰收。”李其河说，过去种地“靠天吃
饭”为主，农业抗风险能力低，现在有了科技
支撑，基本可以实现旱涝保收。

田成方，渠相通，旱能浇，涝能排……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提高抗风险能力的重大举措。2020
年底 ，我国将确保建成 8 亿亩高标准
农田。

中原大地，小麦迎来丰收。河南省商水县
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天华说，今年
丰收来之不易，先是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春
管节奏，后来出现条锈病、赤霉病，又遇到干
旱。“专家指导预防病虫害，田间有自动喷灌
设备，保住了我们的收成。”

（下转 4 版）

让 农 民 挑 上“ 金 扁 担 ”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生 动 实 践 扫 描

新华社长春电
(记者陈俊、宗巍、金
津秀)春耕已过，长白
山下，海兰江畔，树绿
苗青山花红，处处生
机盎然。50 多年前，
一曲《红太阳照边疆》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
延边各族儿女建设边
疆的昂扬斗志。党的
十八大以来，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
族群众接续奋斗，奋
力决战脱贫攻坚，实
现了所有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

传统味道依旧

日子更加富足

和龙市东城镇光
东村道路干净，院落
整洁。朝鲜族村民朴
春子从一尘不染的厨
房搬出小桌子，摆上
一碟碟盛着辣白菜、
大酱、牛肉、明太鱼的
漂亮盘子。她说：“生
活还是离不开大酱汤
的味道，但日子早已
翻天覆地，更加富
足。”

触动朴春子味蕾
的记忆，也展现在延
边博物馆内一张张历
史照片上。牵着耕牛
犁地、挽着裤腿插秧、
手拿镰刀收割……历
史记忆串联起开垦荒
田到摆脱贫困的时代
变迁。延边州 214 万
多人口，朝鲜族占了

36 . 3%。作为吉林省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延边
州 8 个县市中曾有 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2 年底，贫困发生率高达 29%。

变化始于一项项精准扶贫措施的推进。汪清县桃
源小木耳产业园宽敞明亮的车间里，智能机器人忙着
搬运菌包。汪清地处长白山林区，历史上有“黑木耳千
担县”之称。然而，过去小作坊式生产多，质量参差不
齐，好资源没有换回好收益。

近年来，汪清一步步建立起 45 个种植标准化示
范基地，逐渐跻身国内黑木耳高端市场，木耳卖到北
上广，村民人均年增收三四千元。在龙井市东盛涌镇
勇城村，在当地龙头企业扶贫项目带动下，村民刘景
义养的黄牛销售给酒店，每公斤黄牛肉能卖到 150
元；在安图县新合乡，“森林黄金”桑黄在热气蒸腾的
大棚里生长，每公斤至少卖六七百元；在龙井市三合
镇天佛指山，每到松茸采摘季，日本、韩国客商就纷纷
涌入下单采购。

暖阳照着透着富足的农家院。朴春子坐在大炕上，
望着院子里棚膜下的一畦畦愈发油绿的蔬菜，盘算着
又一个丰收年。

歌声唱响 50 余载 接续奋斗更豪迈

《红太阳照边疆》唱响 50 余载，“引水上山岗”就发
生在今天的和龙市崇善镇上天村。当年，人们利用“倒
虹吸”原理将图们江水引上高出水面 60 米的山顶平
原，浇灌出肥沃稻田。村支书朴东变说：“上天村的大米
近年来打响了品牌，卖上了高价。我们还不满足，正在
探索农村电商、大酱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

在和龙市南坪镇柳洞村，“85 后”金浩大学毕业后
主动回村，带领乡亲种植五味子、搞民宿旅游，为村里
建起篮球场、门球场，使家家用上抽水马桶，让老年人
中午也吃上营养餐；在图们市月晴镇水口村，连续干了
23 年村支书的金光秀，在退休前的这个夏天，忙着稻
田插秧，忙着为返乡村民谋项目，更忙着为村委会的年
轻人手把手传授本领经验；在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
一心想“做点事”的第一书记伊学义，索性把妻子接到
村里，夫妻搭档助脱贫。

地处祖国边疆的延边，脱贫不是孤军奋战。2016
年 10 月，宁波与延边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22 家浙企
陆续落户延边。以“共享稻田”消费扶贫项目为例，两年
间宁波鄞州在和龙认领了 1 . 4 万块稻田，带动 2000
多贫困人口增收。

2019 年 4 月，和龙市、龙井市、图们市摘帽，今年
4 月安图县和汪清县摘帽。2016 年以来，全州共有 304
个贫困村出列，2 . 9 万户、4 . 9 万人脱贫，各族群众站
在了新的起点。

花开别样红 “丝路”通天下

冰雪中绽放、山砬上更艳的金达莱，象征着朝鲜族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龙蒲高速公路大桥下，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朝鲜
族村庄——“金达莱”民俗村，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炒
年糕、冷面，长鼓舞、伽倻琴，这些朝鲜族特色项目去年
吸引国内外游客超过 40 万人次。村民李月顺的家改成
民宿，每年多挣四五千元。“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如
今成了‘房东’。”她说。

和龙市城区还有一个名为“金达莱丝路”的电商平
台，实体店里的货架上，桑黄、蜂蜜、木耳等“穿上”了印
有朝鲜族元素的“外衣”，大米像月饼一样装进朝鲜族
特色的礼盒，抱枕、草编等伴手礼上的朝鲜族符号也很
抢眼。这些创意来自北京的一个年轻团队，他们将当地
扶贫特产打造成朝鲜族文创产品，再通过电商平台卖
向全国。看似“苦差事”的扶贫成了美丽产业和创业
乐园。

不仅有“金达莱丝路”，5 月 15 日，满载 220 个集
装箱玉米的“海丝路一号”靠泊青岛港。这是“珲春—扎
鲁比诺—青岛”航线首航，也是继“珲春—扎鲁比诺—
舟山”之后又一条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凭着“借港
出海”新思路，曾经是开放发展“口袋底”的延边州，也
踏上面向大海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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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芒种到，麦金黄。眼下，我国夏粮主要作物
冬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
里往返穿梭，丰收在望。

面对暖冬、新冠肺炎疫情、病虫害等一系列
风险挑战，各地通过超常规助农措施，努力降低
疫情等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取得了积极而明显
的成效。那一粒粒归仓的收获，是对耕耘的回
报，更是中国应对挑战开启新局的底气。

历艰辛：开镰来之不易

时下的江淮大地，蓝天下金色麦田耀眼
夺目。

“今年小麦从种到收遇到不少困难，没想到
收成还挺好，亩产比去年要高 200斤。”张海清
是安徽省定远县种粮大户，流转了 1200 多亩
地，种了多年的麦子，今年格外感慨。

冬小麦从种到收，要经历七八个月时间。
作为每年收获的第一茬粮食，产量受制于天气
好坏、病虫害轻重等多重因素。

张海清的麦子去年 10 月播种，今年 5 月
28 日开镰，“播种时遇到干旱，好不容易麦子种

下去了，返青田管时又遇到疫情。”
“县里给我开了运送农资的绿色通行证，农

技人员通过微信群及时提供信息，开具个性化
的‘田管处方’。”张海清说，得益于政策“及时
雨”，小麦保住了。

5 月下旬以来天气晴好，午季小麦各主产
省相继开镰收割。截至 6 月 4 日 17时，安徽、
河南两省已分别收获小麦 4049 . 6 万亩和 6900
万亩，收获进度分别达到 94 . 2% 和 80 . 7%。

在河南省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时

建中家的 16 亩小麦丰收了。看着儿子忙着联
系收割机和粮食经纪人，父亲时中龙打心眼里
高兴。

疫情严重时，小麦恰逢“一喷三防”关键期。
一家老少都在家里，打工也出不去，时中龙一度
日夜焦心，“这几亩地再收成不好，今年的日子
可没指望了。”

幸好村干部及时与农资供应商联系对接，
第三天农药就送到了村口疫情防控卡点。

“以前儿子外出打工，‘一喷三防’往往做不
到位。今年时间多，农药也不缺，反倒扎扎实实
地做好了。”捧着金黄的麦粒，时中龙笑得合不
拢嘴。

“疫情给今年小麦生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除草、施拔节肥、防治赤霉病等全都不能耽误，
否则产量必将受创。”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
董召荣说，“重重考验之下，开镰丰收着实来之
不易。”

助丰收：政策到位、科技强援

春耕伊始，疫情给农业生产造成冲击。从
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超常规政策措施陆续推行，
确保战“疫”、生产“两不误”。

3 月 2 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要求从
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差异化防控措施，不搞“一

刀切”，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
堵点。农业农村部开展奋战 100 天夺取夏粮
丰收行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积极作为、精
准落实，明确解决办法，力保化肥、农药、种子
等农资供应。

“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治领导力度、投入力
度、调度力度均超历史。”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卢仕仁说。

收割、秸秆回收、旋耕再播种，现代化农
机让麦收变得简单。

河南省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村，大型收
割机“一马当先”，金灿灿的小麦被齐茬儿“吞
下”，打捆机紧随其后回收麦秸，撒肥、旋耕机
械交替作业，播种机种下秋季丰收的希望。

河南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现场保障
农机服务。公司总经理沈兴新说，多台机械
配套作业，8 小时可完成约 400 亩麦地的收
割、播种作业，“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最大限
度稳产保收，提升效益。”

植保无人机、农业物联网、专家在线会诊
等“云端”种地新模式，给传统农业装上高科
技的“顺风耳”“千里眼”。

刚收割完 2200 多亩小麦，安徽省怀远县
种粮大户尚跃又忙着旋耕整地，准备水稻直
播。 （下转 2 版）

不寻常的耕耘，不一般的收获
我 国 夏 粮 主 产 区 夏 收 观 察

▲ 6 月 6 日，武汉客运段 G516 次列车乘务组工作人员帮助旅客整理行李。100 多名湖北籍北京大学学生搭乘 G516 次列车于 6 日 13 时 30 分
离开武汉火车站，4 个多小时后抵达首都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这是湖北省今年第一批集中返京返校的大学生。据了解，6 月 6 日零时起，北京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调整至三级。武汉铁路部门逐步恢复湖北地区始发的进京旅客列车运行。 新华社发（赵军摄）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
魏梦佳）记者从北
京市委教育工委获
悉，按照教育部和
北京市委市政府统
一部署要求，6 日
起，北京具备校园
疫情防控条件的高
校，陆续安排毕业
年级学生分批次返
校复课。 6 日当
天，北京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北京化
工大学等首批 20
多所高校启动返校
复课，迎接 4800 多
名毕业年级学生分
批次返回校园。

6 日起，北京
大学毕业年级学生
分 4 个批次从各地
有序返校。据悉，
5 月以来，该校就
启动了毕业年级学
生返校准备工作。
6 月初至 6 月中下
旬，北京大学将有
约 7000 名毕业年级学生按照自愿原则分
批次返校。6 日，北京大学 12 名老师陪同
200 多名毕业年级学生从湖北返京返校，
全程保障学生返校途中的安全。

6 日，北京理工大学迎来 200 多名返
校毕业年级学生。6 月至 7 月，该校 7000
多名毕业年级学生将分 6 个批次陆续
返校。

北京化工大学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许海军介绍，6 日起，7000 多名毕
业年级学生将分 7 个批次陆续回校，每批
次千人左右。目前，学校已做好全流程防
疫措施，保障学生顺利、安全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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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汶上县郭仓镇，种粮大户郭波
波在收获小麦（6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6 月 6 日，首孔箱梁正在架设当中。当日，贵
(贵阳)南(南宁)高铁贵州段顺利进入桥梁上部施
工阶段。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贵南高铁加紧建设
6 月 6 日拍摄的施工中的济泰高速。济南至

泰安高速公路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年内
建成通车。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济泰高速施工冲刺

武 汉 铁 路 部 门 恢 复 开 行 进 京 高 铁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