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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又是一年秋分，又是一年丰收节。各地丰收节分会场的庆祝方式异彩纷呈。

中国农耕几千年，耕者盼丰收很自然，但农耕者不一定能真正享受到丰收的喜悦。

旧中国，租种制度的局限决定了丰收带来的喜悦多在土地拥有者。因老天旱涝因素，即使

庄稼歉收，租户仍然要以粮交租，这就苦了租户农耕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实行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

后，农民有交公粮的义务，农民更盼大地丰收，因为多收，交公粮后才能多为自家或队里留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改革首先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农

耕者生产积极性提高了，风调雨顺享受丰收。但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却抗拒不了大的旱涝灾

害。在灾害情况下，有的农户交不起农业税，也保证不了温饱。

21 世纪初，国家决定取消农业税，给农耕者送了“大礼”，农民更多享受到丰收的喜悦。

自 2018 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至今已是第七年。当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祝愿。他特别指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党

中央研究决定的，进一步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今

年的丰收节，几乎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同框，更有非凡的意义。

一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既是全社会对中国农民田间劳动的褒奖，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

农”工作的重视。节日只是形式，重在要在秋分前后为农民切切实实办些实事，让农民真正享

受到丰收的喜悦。比如农田丰收了，但一些留守老人年迈老弱，村委会就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

组织人员帮助困难户收割；有的农户农作物丰收过旺，但销售途径有限，发愁卖不出去，当地

政府就有责任帮这些农户通过电商找销路；丰收了，当地部门有必要倡导优质优价原则，推动

优质农产品生产者增收……如此这些举措，才能让农民真正享受到丰收的喜悦。

《左传》曾记载了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在郑国为卿时说过的一段话：“政如农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成其终。”意思是说，从政要像农人种地一样日夜操心，从下种开始，一路思虑周

全，护苗施肥，才能成其丰收。由此可见农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不易。每年的农

民丰收节，也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有始有终地把事情办好，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以节庆调动全国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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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盛景邀城乡共赏  
金秋消费主打绿色健康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

文︱李昕

在金秋送爽、硕果累累的季节，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起的 2024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于 9

月 7 日在天津市正式启动。农业农村

部党组成员李敬辉、天津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谢元、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

务协会会长黄竞仪等出席此次活动。

与会领导深入活动现场，近距离感受

了丰收节的喜庆氛围与农业发展的丰

硕成果。他们边走边看，不时与参展

农户交流，对农特产品的品质与多样

性给予高度评价。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绿色健

康消费  金秋共庆丰收”为主题，现

场发布了绿色健康消费倡议，设置了

“津农精品”、京津冀优质农产品、

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等展区，组织电

商平台围绕大豆及豆制品、牛奶及乳

制品、牛肉等开展了助农直播、宣发

了惠农举措，推介了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营造了共庆丰收、共促消费的浓

厚氛围。举办地天津通过现场制作、

美食品鉴等方式，推介了以小站稻、

七里河海蟹为代表的津农精品。

赏丰收，共启消费新篇章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组

织指导委员会重点活动，旨在搭建产

销对接平台，创新营销模式，活跃城

乡市场，为农业农村发展增活力添动

力。2018 年以来，金秋消费季已连续

成功举办 6 年，累计带动销售农产品

超 1200 亿元。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

将一直持续到 11 月底，联动国庆节、

中秋节等假日市场，开展融合线上线

下、多元场景的促消费活动，推介优

质特色农产品，推出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景点线路，让农产品出村进城、让

城乡居民望山见水忆乡愁，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

“本次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首

次出京，落地天津市举办，也是首次

把农民的活动放在中心城区举办，这

将进一步放大节日效应，激发消费活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李敬辉（左）、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谢元（左二）等深入中国农民丰
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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