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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芒种时节农事忙。河南、山西等地麦收

陆续进入尾声，湖南、江西一些地方正忙着种

稻插秧。北方收麦、南方种稻，收与种紧密相

连，南与北交相辉映，中部这片土地上充盈着

丰收与希望的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要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

农业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部省份不断

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在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铿锵步伐。

想方设法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的

一块麦田里，小麦收割机手谢国兵打开手机

里的“河南农机云”软件，点击“开始作业”。2

个多小时后，他点击“结束作业”，弹出的收割

面积是“23.6亩”。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谢国兵今年夏收时

节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如果农户着急收麦却

没有收割机，就可以在这个软件上搜索离自

己最近的收割机，点击‘联系机手’，就能拨通

电话。”谢国兵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开镰到现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河

南全省超过8500万亩小麦已接近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安徽被誉为“江淮

粮仓”，山西是“小杂粮王国”……作为重要粮食

生产基地，中部地区是端牢“中国饭碗”的骨干

力量。眼下，中部地区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从

一些地方田间测产和实打实收情况来看，夏粮

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耕地质量这个

“关键变量”，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与良种、良

技、良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筑牢丰收之基。中部各省近

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标准农

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田、土、水、路、林、电、

技、管综合配套，农田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创造了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芯片”。湖南省农科院已自

主建立了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成果应

用实现了双季稻大面积示范亩产突破1500

公斤的攻关目标；河南建设了种业创新高地，

一座立足河南、服务全国的“中原农谷”在新

乡悄然矗立；山西持续推动种业振兴“五大行

动”，在全省布局5大领域27项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强“芯”，已成为中部各省抓粮强粮

的共识。

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生产。手机App一

点，就能知道田里空气和土壤温度、湿度、养

分情况，以及如何改善农作物生长条件。在

中部省份不少“智慧农业”示范田中，物联网

技术已成为提质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释放农业发展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前

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走进这

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空气中散发着粽子的

清香，村里的粽子加工厂传来煮粽子的“咕嘟

咕嘟”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6岁村民王

金莲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15秒。“现在每

月能挣上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打工挣

钱不少，还方便照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临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越来越高。

如今，青塘粽子已成长为大产业。今年青塘

粽子产量预计超过3000万个，销售额有望突

破70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也是承载希望

的朝阳产业。古新之变，关键在于一个“融”

字。中部省份立足“农”、发展“农”、超越

“农”，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波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灌

装晶莹饱满的“孝昌太子米”。近年来，当地

通过统一品牌、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统一加

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提质量、增效益、创

品牌，“孝昌太子米”区域公用品牌不断彰显。

根据规划，到2025年，孝昌县将实现中

高档太子稻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全县稻米

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值过亿元企业4家以上，

发展“孝昌太子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

企业8到10家。

农业提质增效，不仅要赋予其更多市场

价值，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能。“农业＋休

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等一系列“农

业＋”项目也在中部农业异彩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在大自然中呼吸新

鲜空气……依托土豆花开满山坡的花海景

致，山西省岚县已经举办了9届“土豆花开

了”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岚县河口乡王家村，村里的310户村

民几乎都从事与土豆相关的工作。开了一家

农家乐的村民王爱珍在旅游高峰期每天能接

待四五十人左右，年均增收超过1万元。如

今，土豆带动当地种植、加工、文旅、餐饮等产

业，涵盖了岚县大约80％的劳动人口，形成

了近15亿元的产业规模。

全面深化改革 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1978年冬，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

位农民为吃饱肚子摁下红手印，分田到户搞

起“大包干”，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

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农业农村改革在中部大地上持续深

入推进。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到推进农

村生产经营方式创新，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一系列改革

举措，让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炎炎夏日，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唐兴

镇石桥村，收割机在麦田间来回穿梭。“我们

村采取全产业链托管，良种、农资、管理、收获

等全部由村集体负责，农户不用操心。”石桥

村党总支书记赵小冬说，全村已有100多家

农户与村集体签订了合作协议，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今年共托管农田500多亩，预计可带

动村民增收超过10万元。

近年来，翼城县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

社会化服务，通过生产经营方式创新，实现了

劳力得解放、土地有人管、收益有保障，有力

破解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难题。

种地难题解决了，村民和村集体的“腰

包”也要鼓起来。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等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中部地区越来越

多的村民变成股东，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农

村集体经济得以持续壮大。

在湖北省江陵县“联村发展”产业园，拳头

大小的吊瓜密密麻麻吊在尼龙网下，长势正

旺。“村集体有钱出钱、有地出地，大家每年按出

资比例分红。”江陵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不仅入股吊瓜产业园，还发展大棚

蔬菜，种植优质粮食。”江陵县秦市乡秦家场

村党支部副书记张金平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预计村集体收入超 50 万元，比去年增加

123％，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山野田间活力涌，奋发崛起正当时。从

太行山到井冈山，从黄土高原到江汉平原，以

改革为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一幅乡村美、农

业强、农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在广阔的中部地

区徐徐展开。 （新华社太原6月10日电）

端牢“中国饭碗”激发振兴活力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晏国政 王飞航

“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竞渡龙舟

兮，吊古忠良……”五月五，端午节，在屈原诞

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传承400余年的三

闾骚坛诗社近百位诗友举行端午诗会，共同

吟诵诗社名作。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关

于端午节起源，影响最广泛的是纪念屈原

说。”武汉大学特聘研究员、秭归民俗文化专

家郑承志说。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是我国历史

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所作的《离骚》至今广

为传诵。在楚国，屈原一度得到重用，但因政

见不合，遭到排挤，最终被流放。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相传，

听闻这个消息，屈原于五月初五在绝望中抱

石自沉于汨罗江。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

到江边凭吊。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

打捞，并抛洒饭团食物防止鱼虾啃食他的身

体。以后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举行盛大的

活动来纪念他，并逐渐形成了龙舟竞渡、包粽

子等习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除了纪念屈原的说

法，民间还有凭吊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

法，也有‘辟邪说’‘祭龙说’。”郑承志说，在屈

原诞生地和投江区域，端午习俗主要是纪念

屈原；在江浙一带，以纪念助吴伐楚、后因吴

国政治斗争被赐死的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

胥为主；在浙江绍兴，也有纪念入江救父的东

汉孝女曹娥的说法；而在山西、河北一带，人

们则缅怀追随晋文公流亡十九年不求功名利

禄的春秋时期晋国贤人介子推。

“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各有不同，但都

蕴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屈原代表爱国情

怀，伍子胥、介子推和曹娥代表忠孝，这些都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浙江省非遗保护协

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华文说。

至于“祭龙说”，是指端午节来源于天象

崇拜，由上古时代的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

而“辟邪说”，指端午节正值仲夏，在古人的观

念中，五月是“毒月”，毒蛇、蜈蚣、壁虎、蜘蛛、

蟾蜍等“五毒”渐渐复苏伤人，相当一部分端

午民俗与避疫有关。现在看来，这一解释也

是最接近端午节的原初意义，后来逐渐与纪

念人物融合在一起。

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形成时间是

战国时期，历经2500多年，如今逐渐发展为

龙舟竞渡、吃粽子、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做

香囊等习俗。

“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过。”在秭

归，端午节过得比春节更隆重——五月初五

“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五月二十五

“末端午”。“头端午”以祭祀屈原为主，“大端

午”举行隆重的龙舟竞渡，“末端午”则举行放

河灯、送瘟船等民俗活动。

楼台亭榭精心扎制，雕梁画栋工艺精

致、气势宏伟……在黄石市，民众每年自发

举办一项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文化活动——

以消灾、祛病和求平安健康为主题的神舟

会。持续月余的活动丰富多彩，祈求神舟带

走疾病、带走瘟疫、带走灾难，祈盼一年吉

祥、幸福、安康。

“祭伍子，迎水仙”。在江苏省苏州市，

每年都要在江河划龙舟。龙舟开赛之前，各

支队伍都要拜祭伍子胥，并邀请有名望的人

士“点龙眼”。龙舟竞赛结束，还要举办送神

仪式，称作“拔龙头”。

2009年，“中国端午节”入选《世界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我国传统

节日首次跻身世界非遗名录，由湖北省秭归

县“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湖北省黄石市“西塞

神舟会”、湖南省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

和江苏省苏州市“苏州端午习俗”组成。这三

省四地的端午习俗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世易时移，历久弥新。如今传承千年的

中国端午节，逐渐成了世界的节日。”郑承志

说，划龙舟、包粽子等端午习俗漂洋过海，在

东南亚甚至欧美受到热捧，以热爱祖国、家

庭，崇尚健康浪漫为主要内容的端午文化，构

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同时，也正在得到

世界的认同。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端 午 时 节 话 端 午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冯源 喻珮

（上接第一版）中国一汽海外总顾问胡汉杰表示，进入挪威市

场三年来，红旗E-HS9成功赢得了挪威消费者的信赖。这次

签约再次向世界表明了“红旗”坚定发展海外事业、长期服务

欧洲用户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是人与人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

解和信任的纽带。在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

年的背景下，吉林省在巴黎举办“机遇中国·多彩吉林”文化和

旅游推介交流会暨“山高人为峰”长白山主题摄影展揭幕仪

式，旨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以文艺为桥，以影像

为媒，向世界展现生机勃勃、开放奋进、多元包容的大美吉林

新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吉林，在促进交流、增进

认同中，不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价值。

法国摄影师格雷古瓦尔·戴高乐一直致力于用影像展示

中国发展变化，这次摄影展上展出了他的多幅作品。他说：

“在吉林的一系列摄影创作经历，对我来说是十分美好的回

忆。吉林每个季节都披上不同的‘衣裳’，是非常值得去的地

方。希望更多法国朋友能亲身领略吉林的美，我也期待不久

之后重新回到那里。”

长白山与阿尔卑斯山处在同一纬度带，是遥相呼应的两

座名山。在代表团访问法国期间，中国·长白山巴黎推广中心

正式成立，将向法国乃至全世界游客推介长白山优质自然资

源和丰富物种资源，更好地提升长白山品牌影响力、拓宽产业

发展渠道。在推介长白山的同时，吉林省也将借鉴法国特别

是阿尔卑斯山地区冰雪产业和山地运动的丰富经验，推动长

白山地区冰雪产业提档升级和集聚发展，将“冰天雪地”变成

“金山银山”。

访问圆满成功，合作顺利推进，友谊日益加深——这次代

表团出访更加彰显出新时代吉林大开放、大保护、大开发、大

合作的新姿态新气象。

高水平走出去，高质量引进来。吉林，打出了“开放牌”，

跑出了“加速度”。

扩容国际“朋友圈”振兴再添新动力

这是 6 月 9 日拍摄的
全国民族团结篮球邀请赛
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第十二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同心畅享”系列活动之一
的全国民族团结篮球邀请
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开
赛。揭幕战在贵州道真队
和河北宁晋队之间展开。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徐壮）记者10日从文化和

旅游部获悉，2024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

平稳有序。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合计1.1亿人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亿元，同比增长8.1%。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子、唱山歌、赏古曲，传统节

日文化内涵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广东、湖南、浙江、贵

州、云南等地举办龙舟竞渡。携程数据显示，举办叠滘龙

船漂移大赛的广东佛山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50%；举办

2024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赛的湖南岳阳端午节旅游

订单同比上涨52%；中国·桃花潭第十一届龙舟赛带动安徽

宣城假期旅游订单增长32%。

假期中，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新型消费场景和惠

民措施。各地还将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有机融入博物馆、

美术馆、图书馆、戏剧场、电影院等文化空间，丰富文旅融

合新场景。

大批游客选择在本地休闲或近程旅游，城郊亲水、采摘、

农事体验、露营等项目受到青睐，文化场馆、商业街区成为游

客的主要游憩空间。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因地

制宜举办非遗体验、民俗市集等端午主题特色活动，持续释放

夜间消费活力。

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化、个性化的出游方式，在慢节

奏旅行、深入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生活。云南、青海、甘肃、

内蒙古、贵州等地成为年轻人自驾游、避暑游的热门选择。

“影视＋文旅”双向赋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

带动新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州等自驾游目的地持续火热。

携程数据显示，端午小长假乌鲁木齐租车订单翻番，伊宁市

增长140%。

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1亿人次

这两天，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不少地区公众也感受到

高温“炙烤”，中央气象台10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

10日至14日，北方地区的高温范围将逐渐扩大，且持续时间

较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9℃至42℃。

监测显示，9日北方多地出现35℃至39℃高温，河北邯

郸、邢台、衡水和新疆吐鲁番局地达40℃至4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本轮高温天气的成因

主要是华北、黄淮地区高空受西北下沉气流控制，天空晴朗少

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效果都比较显著。预计华北、黄淮地

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强度还可能有所加强。

近期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性强。专家表示，全球

变暖背景下，不同区域受到不同性质的高压系统控制，形成持

续的高温系统。对我国来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大陆高压

共同对我国的高温天气产生影响。

高温是夏季的“常客”。在气象上，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

达到35℃以上的天气现象，连续数天的高温天气过程称为高

温热浪。

9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高温四级应急响应，中国气象局公

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今年第一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气象专家表示，遇高温天气，建议公众采取积极有效的防

暑降温措施，在衣食住行方面都要有所注意。

穿衣方面要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物，宜穿浅色衣

服，减少对太阳辐射的吸收。饮食宜清淡，可适量饮凉茶、绿

豆汤等，不可过度吃冷饮。进出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

差，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

高温天气下，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在太阳

下暴晒；若需出行，要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涂抹防

晒霜等，并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开车要注意检查车况。

若发生中暑，要立即让病人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进行降

温、补水。专家提醒，大量酒精擦浴或掐人中等降暑“土办法”

并不可行，处理不当反而会加重病情。一旦中暑患者出现神

志不清、昏迷等情况，需将其尽快送至医疗机构就诊。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高温橙色预警持续发布
专家提醒注意防暑降温

新华社记者 黄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