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日盛大， 稻穗饱满。 今日秋分，

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

走进第三个年头的中国农民丰收
节，扎根农村、连接城乡，已然成为中国
最具特色的“三农”文化符号。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
之基、治国之要。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样一个重大节日，把农业“压舱石”地
位以庆丰收形式展现在人们眼前，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对广大农民的亲切关怀，进一步彰
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

上海是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大
城市，更有着充满发展活力的田园乡村。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上
海坚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最
高标准、最好水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 把农业农村摆在全市发展的优
先位置，促进乡村与都市功能深度融合，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上海特点
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道路。

通过推进“美丽家园”工程建设，农
村环境面貌实现新提升，农民居住环境
进一步改善， 全市已推出三批 70个乡
村振兴示范村；通过推进“绿色田园”工
程建设， 农业提质增效实现新突破，绿
色农产品发展稳步推进，全市每天 80%

的绿叶菜、60%的鲜奶和丰富的水产品
以及饮用水源均来自沪郊； 通过推进
“幸福乐园”工程建设，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 农民实现长效增收， 今年度有 656

家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年度收益分配，

涉及成员数 250万人，收益分配面不断
扩大，比上年增长 11%，有力地增进了
农民的获得感。

秋日的阳光洒满了这个充满活力
和生机的城市，丰收的喜悦写在城乡市
民自信和幸福的脸上。

礼赞丰收、致敬农民、回馈市民，以
此为主题举办上海庆丰收大展示系列
活动，通过本市“三农”工作成果和地产
优质农产品的大展示、大推介、大品鉴，

为沪郊农民喜庆丰收搭建舞台，为广大
市民体验和分享丰收成果铺设通道，着
力促进产销对接，唱响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品牌强农的主旋律，进一步彰显
“三园”工程的引领示范作用，也让全社
会更能感受到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
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是安居乐业
的家园。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近期， 沪郊各区国庆稻纷纷开镰收
割，窥斑见豹，丰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上
海农业提质增效实现新突破的探索努力
和可喜成果。

目前， 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正在
实施一系列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积极
打造一批绿色发展生产基地， 壮大一批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唱响一批地产农
产品优质品牌， 对接一批农产品新流通
新零售企业，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
增收。

通过构建“一网、一图、一库”实现全
市农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保障了地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信息可追溯， 绿色生产，已
成为伴随上海农业丰收的同步推进器。

今年， 上海持续推进 17个 “绿色田
园”示范基地建设和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
建。“绿色田园”示范基地优先安排在农业
“三区”和畜牧水产规划区域，聚焦生鲜蔬
果、优质稻米、特色畜产品、水产品。为持

续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上海确定了 2个
示范区、6 个示范镇、26 个示范基地等创建
单位， 将生态示范创建工作列入 2020年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上海现代绿色农业发展
呈现良好势头。

蔬菜生产上，启动了 5万亩绿叶菜规

模化生产基地和 5个蔬菜保护镇绿色生产基
地建设；菌菇生产上，继续发挥龙头企业的示
范引领作用；花卉生产上，在崇明、松江等区，

已规划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智能化花卉生产
基地、花卉研发及示范基地。

实施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以来， 上海强化农业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

推广应用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化肥农药使用量
逐年下降。全市累计培育绿色农产品企业 736

家，产品 1278个，地产农产品绿色认证率达到
20%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上海一批瞄准国际一流水平的现代
化农业项目已初具规模，农业信息数据化和农
业设施装备科技化，给都市现代绿色农业添上
腾飞的智慧“双翼”。

此外，上海还围绕蔬菜采收、移栽等薄弱
环节，组织开展适应性试验和选型，不断加大
蔬菜生产“机器换人”力度。当前，全市主要农
作物机械化率已达到 95%以上，农业设施装备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5.6%。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而沪郊
优美宜人的自然资源和特色优质的农产
品既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同时也
是回馈广大市民的绿色田园。

随着近年来政府宣传推广力度的不断
加大，松江大米、南汇水蜜桃、马陆葡萄、崇
明清水蟹等地产优质特色农产品牌， 已成
为广大市民津津乐道、争相购买的商品。都
市农业走俏市场的背后离不开品牌塑造的
力量。当前，上海立足超大城市的需求与特
点， 积极构建与超大城市相适应的乡村产
业体系， 聚焦乡村振兴 20个品牌建设，探
索推广农产品销售的新模式、新业态，支持
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经销和无接触配送服
务，致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今年，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与拼多
多等电商企业合作，助力开展农产品产销
对接，“沪农优品馆”等平台正在成为广大
市民消费者足不出户购买地产优质农产
品的首选；先后组织开展了番茄、黄瓜、西
瓜、鲜食玉米、水蜜桃、葡萄、蜜梨、黄桃等
品鉴评优暨品牌推介活动， 邀请盒马鲜
生、 拼多多等 10家流通企业作为活动战
略合作单位，采用图片直播、网红带货直
播等不同类型的宣传推介形式，进一步提

升地产农产品的市民美誉度和认可度。

今年，疫情给整个旅游业带来的影响
是巨大的，可对于沪郊的乡村旅游项目而
言，却是天赐的良机。有相当数量的游客
主动走向沪郊的郊野公园、 美丽乡村、民
宿和采摘园。目前，上海发布了首批 16个
“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域”，而“乡村旅游”

在上海全域旅游版图中所占据的比重越
来越高。沪郊田间地头，游客们笑了、农民
们也笑了，切合江南水乡文化定位的特色

乡村旅游资源，赋予了乡村旅游景点以更多
魅力，让市民游客不仅能享受好水、好景、好
空气，还能在乡土文化、在乡村故事中深度
体验沪郊风土人情。据统计，去年本市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量突破 1800万人
次，带动就业约 2.8万人。

礼赞丰收、致敬农民、回馈市民。

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也是市民的节

日；是乡村的节日，也是城市的节日。

丰收，是国家的节庆，也是人民的期盼。春
华秋实，春种秋收；岁月更替，年复一年。下一
步，上海“三农”工作将按照对标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深入
推进“三园”工程建设，实施“挂图作战”，确保
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农业、农村和
农民创造更多价值，将上海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和都市现代绿色农业的建设拓展到一个更
高的层面。

谁知江南无醉意，笑看春风十里香。

以江南水乡作为风貌特征的上海沪
郊，正愈来愈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一抹魅力
底色、人们向往的美丽家园，而生活其中
的沪郊农民以及他们从事的农业已愈来
愈成为有奔头、有吸引力的职业。

在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中，上海
既注重打造亮丽的乡村景色，更注重因地
制宜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充分激
发农业发展内生动力。目前，全市三批 70

个示范村根据不同基础情况和目标定位，

形成特色农业型、休闲农旅型、产业融合
型、城郊服务型、综合治理型、生态保护型
等六大类型。

从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 上海郊区农村居住环境进一步提
升，农民居住环境获得感提升明显；农民相
对集中居住工作持续推进，核心示范区域显
示度、示范性进一步展现；各类乡村规划编
制基本完成，主要农业农村设施定义内涵更
加明确，分类分项管控要求、设计指引和管
理路径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沪郊农民长效增收实现新提
高。推进帮扶“造血”项目建设，完成生活困
难农户复核确认和动态调整工作。开展生活
困难农户精准帮扶，继续完善“上海市农村
综合帮扶公共管理平台”。 推进农村镇级产
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资产年度清产核资
工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礼赞丰收 上海农业提质增效实现新突破

致敬农民 上海农民生活幸福度获得感实现新提升

回馈市民 上海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实现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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