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

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中央决定，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设立“中国农民

丰收节”，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将极大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

福感、获得感，汇聚起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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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开始从今年开始，，我们又多了我们又多了
一个节日一个节日———每年农历秋分设—每年农历秋分设
立为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这是
首个在国家层面专为农民设立首个在国家层面专为农民设立
的节日的节日。。在金秋时节共庆丰在金秋时节共庆丰
收收，，是五谷丰登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国泰民安的生
动体现动体现，，也是对农民辛勤劳作也是对农民辛勤劳作
的崇高礼赞的崇高礼赞。。丰昌酬汗水丰昌酬汗水，，岁岁
晏酒飘香晏酒飘香。。发挥农民主体作发挥农民主体作
用用，，汇聚乡村振兴力量汇聚乡村振兴力量，，愿神州愿神州
大地上所有的奋斗与汗水大地上所有的奋斗与汗水，，化化
为丰收的杯盏与锣鼓为丰收的杯盏与锣鼓。。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
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由国
务院批复同意的。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
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设立一个节日，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审议，这是不多见的，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
关怀，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件蕴
涵人民情怀的好事。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一个鲜
明的文化符号，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助于宣

传展示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
机融合，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农民庆祝丰
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
安的生动体现。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
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设立“中
国农民丰收节”能够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
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引起
各个方面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和重
视，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

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
业农村加快发展。

二是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
福感、获得感。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给农
民一个专属的节日，通过举办一系列的具有
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活
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
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这顺应了亿万农
民的期待，满足了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是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
秀文化传统。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
过程中，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正在淡
化，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树立一个鲜明的
文化符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让人们
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可
以汇聚人民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
寄托，从而享受农耕文化的精神熏陶。

所以，设立这个节日，无论从政治上、经
济上、文化上，还是从社会进步上，都具有重
要意义。

国家把丰收节定在秋分这一天，具有重要的
文化意义。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六个节气，
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因此这一天24
小时昼夜均分，各12小时。秋分和春分一样，都
是古人最早确立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云：“秋分，八月中。解见春分。”《春秋繁露·阴阳
出入上下篇》云：“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
而寒暑平。”其含义是这一节气把90天的秋季分
为前后平均两个部分，故曰“分”。《群芳谱》云：

“至此而阴阳适中，当秋之半也。”从温度上看，秋
分节气之后，东北、西北、内蒙古地区一般在
10℃以下，华北地区 10℃-20℃，长江以南地区
降至30℃以下。因此，从气温上看，长江以南地
区从这一节气起才逐渐进入物候意义上的秋天，
即日平均气温22℃以下。

秋分是收获的季节。在中国北方地区，夏玉
米进入了收获季节，也就是过去的“三秋”大忙季
节。秋分之后，50毫米等雨量线急剧南移至东南
沿海，黄河以北地区的降雨量一般下降到25毫米
以下，除了海南、台湾等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
的雨季已经结束。这样的气候特点为秋季作物的
收获提供了难得的好条件。当前，玉米的机收率
均达到80%以上，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收获完玉
米后，就开始秋播冬小麦。因此，秋分节气连接北
方两大作物，对农民极其重要。南方的水稻尽管
没有收割，但已经进入了中晚稻灌浆、扬花的关键
时期，丰收已经在望了。除了主粮作物、油料作
物、水果、蔬菜等都进入了收获季节。因此，中国
畲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在农历八月十五庆祝丰收，
汉族的中秋节也有庆祝丰收或丰收在望之意。

中国自古就有“春祭日，秋祭月”之俗，秋分
祭月由来已久。《礼记·祭义》有“祭日于坛，祭月
于坎”，即按日月所代表的阴阳关系，祭日于高
台，祭月于坑穴。《管子·轻重己》记载：“秋至而禾
熟，天子祀於大惢，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
白而絻白，搢玉揔，带锡监，吹损箎之风，凿动金

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号曰祭
月。”可见秋祭与丰收具有一定的关系。秦汉及
其后各个朝代均沿袭这一习俗。明世宗时，还在
北京修建夕月坛，用于祭祀月神，这就是现在的
北京月坛公园。可见，把秋分这一天确定为丰收
节，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都和农耕文明密切相关，
如秋分。华北地区农谚云：“白露早，寒露迟，秋分
种麦正当时”，但这些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小麦种
植时间已经向后推迟，山东、河北的一些地区已经
推迟到寒露节气。河南、陕西关中一带的农谚则
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湖北、湖
南、江西、福建等地的小麦种植依次向后推迟一周
甚至一个节气。这是由各地气温不同造成的，各
地小麦品种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差异。汉末崔寔在

《四民月令》中记载：“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中薄
田，秋分中中田，后十日中美田。”随着每个节气的

到来，农民就知道应该干什么农活了。
因此，农业的节庆活动应该与农时、农事密

切相关。有关部门组织节庆活动也要在庆祝之
余更多涉及农事活动。丰收节正值秋收，各种农
产品已获丰收或丰收在望，如何实现价值是农民
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国家设立的第一个农民的
节日要使广大农民在庆祝活动中得到实惠。从
长远看，农村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历史名人、当代
名人、历史典故、特色建筑、特色食品，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庆祝丰收节也要充分挖掘这些文化
遗存，并使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作用。

礼赞礼赞农民农民

为何把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秋分这一天举行？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对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明具有怎样的意义？

农业节庆活动应如何挖掘农耕文化内涵？

庆祝庆祝丰收丰收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历史意义

我是2001年12月由北京昌平来到吉林省白
城市参军入伍的。如今已经离家17年，作为家里
的老闺女，我已经17年没和父母亲人过中秋节了。

每到这个举家团圆的日子，我都特别想家，梦
里都是老家的样子。

每次梦回老家，都有我住了19年的老房子，
一屋一瓦、一草一木都是原来的模样、清晰可见，
充塞我全部的回忆。已经过世的奶奶，也在我思
乡的梦里，仿佛她从未离开过我，依然给我温暖的
抚摸和慈祥的微笑，我的梦里甚至从来没有意识
到奶奶已经过世了。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做
这样的梦，他只回答了我一句话：故土难离。

以前一直认为故土难离是舍不得离开，现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的懂得了父亲的话，故土
岂止是难离，那就是刻骨铭心。

很多年前，我奶奶常埋怨父亲没有去当兵。她
说，当时北京市征兵，昌平县招收空军，全县就我爸
一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合格，可是他放弃了。县里的

武装部长、镇长，还有村主任都跑到我家做思想工
作，可最后我爸还是没去。若干年后，我爸告诉我，
是我爷爷不让他去。当时爷爷奶奶的身体都不好，
我的小叔和小姑学习特别好，全在上高中，我爸要
是当兵走了，他每月的津贴都不够家里吃饭的。

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为了全家人的生存
和弟妹能成才，我爸放弃了他从军的梦想。后来，
我穿上了军装，当兵走的那天，我进站后听到他喊
了一声：“别回头。”我真的就没回头。从此以后，
我真的在军旅这条路上一直朝前走，不曾有过想
回头另寻他路的想法。

当兵后过第一个中秋节，我一边吃月饼，一边
想家人，眼泪和着月饼往肚里咽。

如今，2018年的中秋节又要到了，我依然想
念我的家人，这份思念只会越来越强烈、对家庭的
愧疚感也与日俱增，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投身军
营、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正是有千千万万像我
这样的军人，才有了千家万户的团圆与祥和。

都说中秋之夜，月圆人圆。可对
于游子来说，中秋月圆人却难“圆”。

我是一个漂泊鹤乡的游子，对
于父母来说我是离家的孤雁；对于
逢年过节未能回家陪父母的妻儿来
说，我是远行的丹鹤。

由于妻子在草根超市打工，不
但没有假期，反而每逢年节会更
忙。每年中秋节，我都舍弃与妻儿
的团圆，一个人回到500里外的故乡
公主岭与父母双亲共度中秋佳节。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时光
如电，一晃我迁离故乡已25年，我
也由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步入到中
年，父母双亲也已步入耄耋之年，虽

然二老健康欠佳，好在并不糊涂，思
儿盼归，溢于言表，牵挂与期盼我深
深感受。

思乡，归心似箭；念亲，心如磐
石。还好我的妻儿都理解我的做
法，中秋节暂短分别，但陪伴父母的
光阴除了欣喜，也自知来日所剩无
几，能陪伴父母的光阴是短暂的，父
母老去的脚步我怎么也追不上。其
他的日子，唯求“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

未到中秋，我在他乡，父母在故
乡，思念在心上；

到了中秋，我回故乡，妻儿在他
乡，归期在脚下……

小时候，还没到中秋节，先嚷嚷
着要吃月饼，那时家里条件不好，买
回来的月饼是要留到过节当天吃
的。一向宠爱我的母亲就偷偷掰一
牙儿塞到我的嘴里，怕严厉的父亲
看到。月饼在我嘴里没有片刻的停
留就被我一口吞了下去，只留下一
丝甜味在嘴里久久不曾散去。

小时候，东北人过中秋节，说道
不大。在我家，母亲是一定会提前
攒出一些钱买肉用来包饺子，那天
的饺子不能用韭菜，因为秋后的韭
菜已经不再水嫩，也不能用酸菜，过
夏的酸菜留不得，又酸又臭，母亲选
嫩嫩的芹菜做饺子馅。

小时候，过中秋我家会提前几

天到供销社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的
水果，能买到苹果那实在是太幸运
了，这个时候葡萄和西瓜都脱销。
整个夏天，西瓜便宜，我们都吃够
了。可入秋后，酷热散去，这时吃
西瓜感受又不同，觉得比夏天的西
瓜更甜更脆。

小时候……我一说小时候，我
儿子就会说，妈，你那是老黄历了，
现在过节和平时吃的没啥两样，你
可别整一桌子菜，吃不完还浪费，
还把你累够呛。这样，今年过节咱
们上饭店吃去。

哎，儿子不理解我。其实，吃
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团团
圆圆。

月满情圆，把酒欢；合家欢聚，
庆团圆。中秋佳节，正是家人团
聚，叙话家常之时，可“中秋”对于
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来说只是一个
名词，我们不能承欢父母膝下，不
能与爱人月下花前，也不能陪孩子
嬉笑玩耍，因为我们要坚守岗位。

今年入秋以来，中心医院急诊
科工作面临着很大挑战，除了常规
的“逢年过节患者多”“秋收农忙意
外多”之外，今年急诊科还面临着
人员短缺的巨大考验。

目前，我科室除负责正常的急
诊急救工作以外，还担负着院前急
救及院内急救工作。从6月开始
的健康快车任务需要我们急诊科
每天抽调出两组医生负责白内障
手术患者的接诊及转送。我们的
医护人员中，有5位同志要为婴儿
送奶，2位男护士已抽调省卫生应

急拉动演练基地进行培训。对于
原本就岗位多、任务重的急诊科来
说，无形之中增大了压力。

杨沐是院前急救一名普通的
医生，高龄产子，孩子还在哺乳
期。鉴于当前科室状况，她主动提
出缩短送奶时间，并参与到健康快
车转送患者工作中。接诊的患者
路途远，她早上4点给孩子喂完奶
就赶到医院。午后1点多，她还要
将40多名患者送至眼科病房，然
后，再赶回家给孩子喂一次奶，她
一句怨言也没有。马上就到中秋
节了，家里人以为她可以休息了，
可她依然坚守岗位，正常排班，工
作起来满面春风。

中秋节，团圆节，对于白衣天
使来说，团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
义：只要大家人平安，无悔小家不
团圆。

9月 18日早上 8点，“白城变
电压正常，乔嘉变电压正常……
快要过节了，咱们要把电压看得
紧紧的，电压稳了，老百姓的日子
才能安稳。”我身边的周莹一边交
待工作，一边用眼睛牢牢盯着电
脑上的电网运行图，逐一排查着
电网运行情况，细致检查全网遥
测遥信情况。

今年38岁的周莹，是我们调
控中心地区调度班的班长。在保
障电网安全运行的岗位上默默工
作了近 20 个年头。每到用电高
峰，系统会告警。调控中心监控
员发现220千伏乔嘉变66千伏东
母线电压过低，马上向周莹汇
报。周莹果断下令，立即指挥监
控员将 220千伏乔嘉变 5号电容
器组由备用转为运行，并迅速在

五防机上进行解锁，遥控闭合乔
嘉变 66 千伏 5 号电容器 9973 开
关。经过紧张的一系列操作、及
时处理，乔嘉变66千伏东母线电
压及时恢复到合格范围内。像这
样的情况周莹经常会遇到。

对工作兢兢业业，可对于家
人，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不能和家
人共度，周莹的内心有着深深的
愧疚。他母亲年近六旬，体弱多
病。今年，周莹本打算利用中秋
节和国庆节两个假期陪老人去北
京检查身体，可因为保电任务的
特殊性，他只好把这件事托付给
妻子，每天只能通过打电话加以
关心。

团圆之时不团圆，也正是我们
这些电业人舍弃小家的不团圆，
才换来了大家的团圆。

中秋节早已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中国人对中秋节的重视，仅
次于春节。每逢中秋正思亲，思亲又望中秋月。中秋，是一个传说优
美的神话，千年万年流传至今；中秋，是一段延绵不断的思念，浓情相
思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中秋，一个共同的话题：家！

在这里，我们选取几位外乡人和家乡人在中秋之际的感怀。同
时，聆听一些为了人民群众大团圆而舍弃小家团聚的奉献者的讲述，
在这个思乡、思亲的日子里，感受他们的家园情怀。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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