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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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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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岩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推动高质
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
部副部长、国家自然资源副总督察刘国
洪从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
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
权益4个方面介绍有关情况。刘国洪表
示，党的二十大以来，自然资源部坚持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

在严守资源安全底线方面，自然资

源部聚焦耕地这一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推动落实
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建立
经济奖惩机制。刘国洪介绍，2021年以
来，全国耕地总量增加1758万亩，连续3
年实现净增加，遏制了耕地持续多年减
少的态势。“特别是去年，南方省份净增
加 739万亩，扭转了耕地‘南减北增’局
面。”

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方面，“深化
‘多规合一’改革，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
体形成，全国 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总体规划、83%的市级和
84%的县级总体规划批复实施；长江经
济带等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实施，京津冀、
长三角、黄河流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土空间规划正抓紧编制。”刘国洪说，
自然资源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因地制宜编制实施村庄规划，推进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此
外，自然资源部大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去年全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9.9万亿元，
同比增长6.0%。

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刘国洪

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批准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 1153万亩、批准用海
739万亩，其中涉及 4238个交通项目、
281 个水利项目、4588 个能源项目建
设。完成覆盖约 3/4全国陆地及主要岛
屿的实景三维数据建设，为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提供空间地理数据要素保
障。

“实景三维中国，是国家战略性数据
资源，也是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数字时
代其价值作用逐步显现。”刘国洪介绍
说，首先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自然资

源部基于实景三维，融合各类大数据，可
以实现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关联
互通，支撑低空经济、智能驾驶、智慧港
口、智慧农业、数字文旅等各类数字经济
发展。其次是服务高品质生活。自然资
源部基于实景三维，提供空间分析服务
和高精度导航定位服务，可以帮助人们
社交、出行、旅游、餐饮、购物等更加快捷
方便、绿色环保。第三是支撑社会智慧
治理。自然资源部基于实景三维，整合
叠加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各个要素，可
以促进各类资源在时空上更加精准有效

匹配，推动各项治理更加精细，服务更加
高效。

在维护资源资产权益方面，探索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开展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增加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
财产性收入。刘国洪表示，自然资源部
强化法治建设，推进国家公园法、耕地保
护和质量提升法、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定，
严格自然资源督察执法，维护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秩序和群众合法权益。

我国耕地总量三年净增我国耕地总量三年净增17581758万亩万亩

□罗晨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
也是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地理标志直接产值
达到了 9600亿元，实现四连增。其中，
来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131个
地理标志产品和408件地理标志商标的
年产值达到了 97亿元。在近日北京举
办的 202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世
界地理标志品牌分销服务大会上，多地
参会代表介绍了当地地理标志产品现
状及如何助力地方乡村振兴的实践经
验。

北京：增强首都区域特色品牌效应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地理标志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
对象，既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
产业发展进步的引擎，保护和运用好地
理标志，能够有力推动产业创新融合，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构建首都经济
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北京通过在全市开展一系
列地理标志培育和保护工作，推动地理
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有机融合，首都区
域特色品牌效应明显增强。北京市知
识产权局坚持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
展、高标准建设，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
营商环境，持续推进《北京市知识产权
保护条例》贯彻落实，不断完善地理标
志保护工作机制。举办知识产权保护
与农业创新发展论坛，组织“牛栏山二
锅头”“平谷大桃”作为北京市地理标志
产品代表，参加陕西杨凌农高展，充分
利用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等重大展会平台，有效扩
大北京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
影响力。

此外，北京市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
项行动，积极研究跨境电商平台知识产
权保护规则，在产品生产和流通等环节
查处滥用、冒用、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等各类侵犯地理标志权的行为，形成
了由政府主导、企业自治、行业协会自

律、执法部门监管的保护模式，不断提
升保护效果，向全球投资者充分展现首
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

山西：大力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和运用促进工程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武小勤介绍，近年
来，山西省大力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和运用促进工程，发展地理标志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 6月底，山西省共有地理标志
商标 116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8件，
其中“山西老陈醋”“吉县苹果”入选第
一批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名录；

“吉县苹果”“万荣苹果”“平遥牛肉”入
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

“大同黄花”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
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隰县玉
露香”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
实施名单。这一系列地理标志正以独
特的品质特点宣传着山西的物产，传播
着山西的文化，也提升着自身的品牌价
值和影响力。

以“大同黄花”为例，全市种植规模
达26.5万亩，年产值达22亿元。研发产
品种类六大系列超百种，全产业链直接
经济效益超过 40亿元。仅“大同黄花”
一项，就为主要产区常住人口的人均年
收入增加了 4100余元。在“大同黄花”
这个金字招牌的引领下，大同积极拓展
农业、文化、旅游三产结合，建成黄花主
题公园，打造火山黄花田园综合体，拓
宽了黄花产品销路，提升了品牌价值，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发挥重要作用。去年，“大同黄花”获
评中部四省（鄂晋皖赣）地理标志品牌
培育创新大赛金奖，“做强黄花产业，做
优品牌经济”入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典
型案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
地理标志筑篱计划、挖潜计划和强基计
划，进一步完善地理标志运用促进支撑
体系，全面推动地理标志与山西省特色
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助推乡村振兴和产业转型发展。”武

小勤说。

湖南湘西州：全链条推进地理标志
建设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
委、秘书长向邦伟介绍，近年来，湘西始
终坚持一盘棋谋划，全链条推进地理标
志建设。

对湘西地理标志进行摸底，建立地
理标志资源信息库，按照“申请一批、培
养一批、挖掘一批、用好一批”的思路，
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梯度培养和申报；
充分利用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进
企业等宣传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宣传活
动。组织酒鬼酒、古丈毛尖地理标志产
品参加第 30届陕西咸阳杨凌农业高科
技展览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丈毛
尖”“酒鬼酒”“泸溪椪柑”出口至“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湘西州市场监督管理
局制定了《湘西州开展“一县一品一区”
创建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对
加强地理标志资源挖掘、完善地理标志
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力度
和提升地标转化运用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今年，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
发了《湘西自治州知识产权资助管理办
法》，对地理标志运用保护培育工程项
目进行立项资助。

截至目前,全自治州共有地理标志
31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数
达337家，地理标志使用覆盖率83.9%，
相关产值达 70余亿元。特别是在贯彻
落实州委、州政府关于茶产业发展的
决策部署中，全州已有的 8件茶类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在 2023
年度产值达到 34亿元，19.5万农户因
茶受益，茶农人均增收 4000 元以上。

“古丈毛尖”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二批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
例，进一步提升了地理标志在助力乡
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此外，作为中
国黄金茶之乡、中国有机茶之乡，湘西
孕育了湘西黄金茶、保靖黄金茶、古丈
毛尖、古丈红茶、永顺莓茶等 5 大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古丈毛尖、保靖黄金茶

已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第二批保护
名录。

广东：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
业融合

广东省地理标志协会秘书长陈劲
松介绍，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
地、实验区，广东认为“地理标志是金字
招牌、无形资产，要久久为功、深耕细
作。”，近年来，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与特
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
传承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各项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

2019年，广东省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确定为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
准改革试点，2022年顺利通过验收并被
确定延续开展第二批改革试点，工作经
验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一批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
试点典型经验做法。此外，《广东省知
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广
东省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5年）》《广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发展地理标志产
业实施方3案》，为广东进一步发展地理
标志产业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广东
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全国首部
综合性地理标志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
地理标志条例》，助力广东地理标志产
品工作。

截至 9月，广东累计获批地理标志
产品 164个，累计注册有效地理标志商
标 145件，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市场主体超 1700家。广东新会、广东
罗定、化橘红、英德红茶、凤凰单丛
（枞）茶、白蕉海鲈入选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凤凰单丛、吴川月
饼、英德红茶等 10个地理标志产品入
选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清单。
广东凤凰单丛茶入选中泰“3+3”地理
标志产品互认互保清单。凤凰单丛
（枞）茶、莞香、新会陈皮等 7个地理标
志产品被列入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
联系指导名录。

我国地理标志直接产值去年达我国地理标志直接产值去年达 96009600亿元亿元
发展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地理标志产品 加速地方经济发展加速地方经济发展————

“更高水平”的粮仓如何建？

又是一年收获季，秋染田野遍
地黄，风吹稻浪谷满仓。粮食，是
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
挂。今年 5月，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指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
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
平的‘齐鲁粮仓’。”这既是对山东
扛牢农业大省重大责任的殷切期
许，也是着眼全国对进一步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筑牢大国粮仓提出的
明确要求。

“更高水平”的粮仓如何建？总
的看，良田良种、良机良法一个都不
能少。总书记特别强调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这是因为好种子、好技
术、好农机都要在好耕地上“施展身
手”，耕地的数量质量直接关系粮食
产出，是决定仓廪丰实与否的关键
因素。特别是在我国耕地数量相对
不足的先天条件下，通过提升农田
质量，让更多粮田变良田，可以有效
破解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约束，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我
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 10亿
亩。这些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的农田，充分体现了“高标准”
的标杆作用，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
提质。看增产，各地实践表明，高标
准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提升，
耕地产出能力大幅提高，亩均粮食
产能一般可提高 10%—20%。尤其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各类
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高标准农田对
增强我国农业气候韧性和适应性有
重要意义。看提质，高标准农田有
效提高了水、肥、药等资源的利用效
率，节本增效效果显著。眼下，秋粮
迎来大面积收获，其中就有高标准
农田的一份功劳。

不过，也要看到，我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任务还很繁重。我国耕
地质量水平整体不高，东北黑土地

“变瘦”、南方土壤酸化、北方耕地
盐碱化等难题还有待破解。待建
的高标准农田面积不小，且好建的
基本已经建完了，剩下的多分布在
地形地貌复杂的丘陵山区，建设难
度越来越大。还有一些早年建成
的高标准农田，标准普遍不高，陆
续达到了使用期限，需要进一步改
造提升。不管是新建增量还是改
造存量，工作任务都很艰巨，来不
得半点“花架子”，必须坚持数量和
质量并重、建设和管理并重，确保
建一块成一块，真正建成适宜耕
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
良田。

一方面，要着重建好。各地基
础条件不同，要因地制宜合理确定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建设标准，
优化区域布局、明确优先序，把建
设的重点放在能够实现粮食增产
的田间工程上，与土壤改良培肥、
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等结合起
来，切实提高农田产粮能力；另一
方面，要确保管好。三分建、七分
管，要强化建后管护，健全管护机
制，明确管护责任和标准，探索田
长制、上保险、大托管等多元化管
护模式，确保“良田粮用”。此外，
还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高标准
农田建设点多、线长、面广，资金投
入量巨大，必须健全工程质量全流
程全环节监管体系，常态化开展监
督检查，切实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
刃上。近期，农业农村部拟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回头看”
和专项整治行动，正是要对这项工
程进行一次“长牙带刺”的全方位

“体检”。
夯实“地”基，筑好粮仓。当越

来越多的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大国粮仓必将更加丰盈、更加牢
固。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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