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鲁琴）9月23日，“庆丰收 促和
美”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东至县庆丰收系列活
动在东流镇红叶村启动。

在主会场活动现场，特色文艺演出、特色美食
品鉴推广、农产品展示、稻田晒秋摆拍，稻田绘画
等活动精彩纷呈。全县各地青年农民乐队、农民歌
手、乡村舞蹈队，以极具乡村特色的歌曲、舞蹈、民
俗艺术等方式，展示了农民朋友积极向上、健康快
乐的精神面貌。乡村厨师在主会场制作乡土菜、农
家菜等特色菜肴，现场打造可观、可赏、可品的沉
浸式体验区。

各乡镇以传承农耕文化、发展特色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等为主题，展示地标优品、名优特产以及
重点农业产业链发展成果等。大家或欣赏独具东
至韵味的民俗表演，或体验东至本土农事活动，或
品鉴东至风味美食小吃、观摩东至特色农产品展
销，或通过摄影与绘画的形式展现以“丰收”“和
美”为题材的稻田风光、田园画卷，与农民朋友们
一道分享丰收的喜悦。

本届丰收节东至县围绕“庆丰收 促和美”主
题，分设东流镇红叶村主会场和尧渡镇、大渡口
镇、昭潭镇、东流镇、洋湖镇分会场，将陆续在各分
会场开展庆丰收音乐节、东至县鳜鱼产业大会、农
民运动会、菊花节以及食用菌种植加工技术现场
观摩活动，系列活动时间持续到11月底。

近年来，东至县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
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发展呈现
向上向好态势。全县粮食实现稳产增产，年产量始
终稳定在 5.6 亿斤；农村特色产业加速发展，食用
菌、鳜鱼形成“一县一特”，建成省级优势产业特色
集群 1 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5
个；农村改革走在前列，林长制考核连续 4 年全市
第一，党建引领信用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取得
新成效。

东东 至至

品和美“丰”味

本报讯（通讯员赵召明）金秋九月，瓜
果飘香，鱼虾肥美。9月23日，青阳县2023
年“庆丰收 促和美”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将
军湖鱼王争霸活动在青阳县朱备镇举行。

青阳本次丰收节开展了“最美农民”
“最美致富带头人”颁奖、丰收文艺联欢、
“将军鱼王争霸”、农民趣味运动会、农特产
品展销、职业技能比赛及农民画画展、普
法、义诊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现
青阳农民丰收和“三农”发展成就。

最美农民，展现最美“丰”采。在青
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新农人”的内涵，他们是带领乡亲共同致
富的“头雁”。丰收节上，来自全县 11 个乡
镇的 22 位“最美农民”“最美致富带头人”
接受表彰。丰收的喜悦在一个个“最美农
民”“最美致富带头人”黝黑的脸上绽放，
彰显了青阳县农民最美的“丰”采。“成绩
属于过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倍加珍惜
荣誉，扑下身子扎根乡村，把产业发展好，
带领更多乡亲致富。”“最美致富带头人”孙
忠宝说。

将军鱼王，烹出千般“丰”味。将军鱼
王争霸赛现场，各位烹饪大师现场制作的将
军鱼头宴，引得摄影师们追逐光影，聚焦瞬
间，手中快门声不断，片刻不闲。阵阵香味
更是引来不少游客欢聚一堂，品将军鱼宴、
庆五谷丰登。

趣味运动，汇聚十足“农”味。“预
备，开始……”随着一声号令，左手扶住稻
穗，右手握好镰刀，割下秋天第一把沉甸甸
的稻谷。农民趣味运动会割稻比赛现场，参
赛选手撸起裤脚开镰抢收，一旁观众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不远处的抓鱼、拔河等比赛
现场，欢笑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响彻田
野。

丰收节里“晒”丰收。在乡镇农特产品
展示区，全县11个乡镇近百种农特产品参加
展销活动，涵盖九华黄精、石磨麻油、青阳
土鸡、野生甲鱼等数十个特色品类。琳琅满
目的产品不仅晒出了丰收的喜悦，更展现了
青阳乡村振兴成果。游客苏先生说：“在这
里，我不仅看到了农村的丰收之景，品到了
丰年滋味，更感受到了农民收获的幸福。”

青青 阳阳

展最美“丰”采

秋分时节，瓜果飘香，秫熟稻馨。
9月23日，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以“庆丰收 促和美”为

主题的2023中国农民丰收节池州市暨贵池区分会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报丰收”“乐丰收”“赛丰收”……从主题展示、民俗体验到竞技赛事，“1+9”

项系列活动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农民的欢乐节、农业的嘉年华、丰收的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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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邓柱 方雯

今年以来，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
利用“五一”、暑期等黄金节点，组织开
展车展、房展等展销活动，通过发放消
费券或消费补贴等形式，提振消费信
心，激发消费活力。

8 月 6 日，为期两个月的平天湖花
海购房促销节活动正式启动。购房户
（仅限自然人）购买参加“天堂湖第二
届花海购房促销节”活动的房地产企
业开发的住宅，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

将给予购房户补贴（促销活动中购房
户认购的前 300 套住宅，每套补贴
10000 元），补贴仅限房地产企业在区
内开发新建的70年产权住宅。此外，参
与房企在现有优惠政策上再给予购房
户每套住宅不低于 10000 元现金或实
物奖励。活动开展以来，共成交房产面
积 6500 余平米，成交金额近 7000 万
元。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近期很多
有购房需求的客户都来访来电咨询，
近期各项目成交量大幅提高。”池州龙

登置业有限公司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
余长根表示。受多重政策利好影响，购
房者入市积极性明显提升，政策对市
场的带动效果正在显现。

汽车商贸服务业是平天湖风景区
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今年 5 月，平天
湖风景区管委会投入财政资金 150 万
元左右，用于补贴在辖区内 4S 店购买
新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8月1日，平天
湖风景区管委会又向广大市民发放了
350张总价值15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1
至8月，平天湖风景区汽车销售总额达

18亿元，同比增长16%。
“8月份销售100多辆汽车，比7月

增长了 40%左右。我们会充分利用汽
车消费券等政策补贴的有利时机，配
合厂家促销，最大力度推出优惠促销，
提高新车销量。”比亚迪池州富林王朝
4S店销售经理江兵告诉记者。

“我们将持续围绕汽车消费、房
产消费、夜间经济等内容，组织开展
更多活动，搭建更多消费场景，进一
步将平天湖风景区的人气聚起来、商
气汇起来、烟火气旺起来。”平天湖风
景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和商贸经济处
处长刘志鹰表示，希望通过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的方式，搭建起企业与
消费者沟通交流的平台，提振消费信
心，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全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

平天湖风景区：出台系列政策 激发消费活力

这是展示农民风采的大舞台

唱起丰收歌，跳起丰收舞，金秋的秀容
时和岁稔。23日上午9时许，杏花村文化旅
游区焕园内锣鼓喧天，乐声袅袅，一支欢快
的《庆丰收》舞蹈正式拉开丰收节的序曲。

“节目特别精彩，在党的惠农政策帮扶
下，农民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游客
魏孝笑开心地说道。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
细雨绵绵，却有不少市民闻讯赶来一睹这一
年一度的“三农”盛事，他们坐于台下，被联
欢表演所吸引，不约而同地鼓着掌。

这边一片祥和，那边的村际龙舟表演、
休闲垂钓、“村 BA”开打、特色佳肴美食大
赛等活动赛况激烈、一片火热。

“加油加油加油……”焕园附近，伴随
着开幕式鸣笛声响，一支支龙舟如离弦之
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观众则汇聚桥头
岸边，呐喊助威。

与此同时，30 名垂钓爱好者集聚西湘
钓台，挂饵抛竿、屏气凝神、观察漂讯，他们
动作娴熟，正静静等待鱼儿上钩。“我们平时
工作比较忙，今天刚好周末过来放松一下，
成绩无所谓。”钓鱼爱好者余友贵笑着说。

游客们自焕园草坪入口进入，40幅“三
农”生动影像夹道相迎，镜头语言下，农村
美丽、农业进步、农民富裕的时代风貌呼之
欲出，既展现了乡土气息，又蕴藏了文化韵
味，与主舞台上的载歌载舞相得益彰。

这是共享农民丰收的展演台

农耕文明深入人心，是丰收的底蕴。挖红
薯、打稻谷、做米糖、编竹篮、制作布鞋……今
年的丰收节，聚焦农民主体、城乡共庆、全
民共享，一系列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的
农耕农事及民俗展演活动成为一大亮点。

“太好玩了！”“太有趣了！”挖红薯体验
区内，一串串欢声笑语传来，池州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杨伊涵抓起刚挖出的红薯兴奋不
已，和她一起来的同学们也不甘落后，正弓
着身子，挥舞手中的锄头挖红薯，兴味十
足。

在“梅村磨豆腐”体验区，市民唐川带
着儿子体验农事的魅力，感受劳作的不易。

“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在老师傅的指导
下，唐川和儿子一起缓缓转动磨盘，不一会
儿，一颗颗黄豆被磨成豆浆，洒落在磨盘下
的圆桶里。

“对，往前推，再往后拉，要用巧劲儿。”
继续向前，不远处的“炒乌沙小花生”体验
区人头攒动，贵池区乌沙小花生良种试种
家庭农场负责人陈俊生正翻动着手里的锅
铲，向过往游客们讲解炒制乌沙小花生的

“诀窍”。

踏着音乐鼓点，受邀参加启动仪式的
全省粮食生产先进个人、池州罗城天地人
生态家庭农场负责人叶四明，乐呵呵地道
出今年的收成情况，他的笑脸见证了仓廪
的充实：“大丰收！今年我们亩产量达到了
700公斤，效益也特别好！”

这是一场联欢，更是一次检阅。
“看！这是我们刚刚捕到的鱼。”西湘湖

上，老渔民汪明捧着一条鱼，满脸笑意；“这
是山里的柴火红烧肉，您尝尝。”梅洲晓雪
太极广场，各个乡镇的工作人员化身“服务
员”，热情地招揽游客品尝自家特色菜肴。

这是共促农民增收的好平台

每年的丰收节，热闹的展销市集都有
精彩的“固定节目”。

“快来看一看，新鲜可口的无花果，很
软很甜。”在杏花村北村口，展销员陈逸函
正卖力地吆喝着自家产品，并热情地邀请
大家品尝。

“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我们一定
会把品质优、口感好的果实推介给大家，让
大家共享丰收喜悦。”陈逸函告诉记者，他
们的无花果非常受欢迎，短短一个小时，就
已经成功卖出近30单。

九华硒艾系列产品、必胜板栗、小榨菜
籽油、乌沙小花生、西山焦枣……记者观察
到，当天现场共有 20 余个展位，50 余种池
州本土农特产品纷纷“申请出战”，打起了

“擂台赛”。“这些各具特色的农特产品，可
以说是近年来我市农业现代化提质升级交
出的过硬答卷。”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
任王海说。

丰收的主角，是信心满满的新时代农
民；丰收的底气，是风生水起的数字营销。

“如果说处暑之后能拿得出手的是什么水
果，那非这秋月梨莫属了……”活动现场，
来自安徽罗城民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的市场部负责人张菲在展台边开起了直
播，她毫不怯场，声情并茂地推介自家的优
质产品，“现在是金秋消费季，能够有这样
的平台向消费者们推介产品，是一次难得
的机会。”她说。

池州市翠微亭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经理
费春霞对此感触颇深，她告诉记者，在电商
直播的带动下，如今他们代销的西山焦枣
已“奔赴”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相信借助

‘丰收节’搭建的平台和蕴藏的商机，我们
还可以销到更远。”

中午 11 时，农民朋友三五成群走出主
会场，欢声笑语逐渐散去，但“庆丰收 促和
美”的助农佳话将会在这个丰收季里不断续
写。

■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江雪飞 金紫微）9 月 22 日，秋
雨绵绵叙丰收，“闻泥土气息 尝五谷芳香”2023中
国农民丰收节安徽石台农耕文化摄影节系列活动
在丁香镇库山村拉开帷幕。

在库山主会场，数百亩梯田层层叠叠尽染金
黄、风吹千重浪。当地群众演员身着盛装举行一场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丰收大典”祭祀祈福，他们
时而载歌载舞、时而奏乐演唱，尽情展示劳作的快
乐和对丰收的感恩，用最质朴的方式讲述石台乡
村振兴的故事。村民们通过割稻子、打稻谷、扬稻
谷、锁稻草、堆草垛等农事展演古老的农耕民俗文
化。

在趣味运动会上，农民朋友在稻田拔河、背媳
妇、接力运粮、布袋跳等赛事上大显身手，让库山
村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本届丰收节石台县围绕“庆丰收 促和美”主
题，分设丁香镇库山村主会场和大演乡剡溪村分
会场，为期 2 天举行系列活动。同时采取线上线下
同步进行直播，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宣传石台
农民丰收、农耕文化及石台优势资源，融合展现粮
食丰产丰收、田园风光、乡村文旅、现代农业发展
成果，营造良好的节庆氛围。

今年以来，石台县围绕“稳产量、提品质、增效
益”工作思路，扎实推进“两强一增”行动，为保障
粮食丰产丰收注入新动能。上半年，全县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3.5 亿元，同比增长 5.3%，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9097元，同比增长9.3%。

近年来，石台县依托“中国生态硒都”和“中国
原生态最美山乡”的天然禀赋，将“三农”工作与全
域旅游有机结合，在富硒农业、富硒加工业的基础
上，相继形成了一批集观光农业、富硒康养、森林
养生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走出了一条具有石
台特色的“三农”发展道路。

石石 台台

晒多彩“丰”姿

▼外国游客学推磨。记者汪玉摄

▲《神农教耕》傩戏表演。记者张延鹤摄

▼割稻子比赛。通讯员杨亮摄

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活动现场。记者吴骏摄

▲黄梅戏联唱表演。记者张延鹤摄

▲接力运粮比赛。通讯员江雪飞摄

▲▲““神奇的种子神奇的种子””展示现场展示现场。。通讯员通讯员东宣东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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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庆丰收载歌载舞庆丰收 通讯员通讯员东宣东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