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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陈阳

本报讯 金秋时节，处州大地处处是丰收的喜悦，处处

是瓜果飘香、五谷丰登的欢歌。昨天上午，2020年丽水·

莲都“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莲都区丽新畲族乡咸宜村占湾

自然村开幕，农民朋友们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共享丰收的

喜悦。

昨天上午 10点，随着一阵欢快的鼓声，“丰收节”正式

开幕，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同时上演。舞蹈、歌曲、处州乱

弹等目不暇接，演员们曼妙的舞姿和动听的歌声引来了群

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

碧湖南山村民林宏和同村的村民在开幕式上表演了

《采茶舞》。为了庆祝这个丰收节，林宏和村民们仅用一个

星期就彩排好了这支喜庆的舞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平

时大家农闲的时候常会聚集在一起跳舞，所以大家学得都

很快。”林宏说，在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庆祝丰收，她感觉

很荣幸也很兴奋。

除了精彩的表演，活动现场还设有特色农产品展销

区。农户们庆丰收的同时，还借这个喜庆的节日推广自家

农产品。

王东波是种粮大户，在碧湖种植有 500多亩水稻。今

年王东波通过朋友介绍，来到咸宜村流转了 700亩土地种

植优质水稻。眼下，他的水稻叶子已经开始变黄,再过半

个多月就能收割。王东波估计，今年亩产能达到 1000 斤

左右，总共能收 70多万斤稻米。为了庆祝丰收，同时推广

自己种植的大米，丰收节活动王东波就特地准备了 600斤

自己产的优质大米免费赠送给游客。游客只要通过微信

扫一扫关注他的农产微信就可以免费领取。

“猕猴桃，优质的猕猴桃便宜卖了。”在一处猕猴桃销

售摊位，农户邹建晓边忙着装袋边喊得起劲。邹建晓告诉

记者，去年他在丽新乡种植了 20亩猕猴桃，今年预计能收

4000多斤。“都没想到能收这么多，我们都来不及采摘，现

在还有 1000 多斤在树上呢！”邹建晓对记者说着，又开始

忙碌起来。

农户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来玩的游客们或是“疯

狂”采购、或是体验农事项目，玩得也是不亦乐乎。

“都是刚购买的农产品，这里环境这么好，农产品肯定

也不错。”双手拎着鸭蛋、葡萄、香菇等东西的游客李毅今

天特地从市区赶来参加“丰收节”，“我妻子还在采购，我先

把手里的都放车里。”他一边说一边向停车场走去。

“哇，我套中了一个！”一处农田里，时不时传出游客的

呼声，还有游客捧着扑腾着翅膀的鸭子兴奋不已，原来这

是“套鸭子”活动。游客站在鸭栏外朝着鸭子扔塑料环，只

要塑料环套中的鸭子就能免费带走。

据了解，此次活动总共分“庆丰收、展丰收、赛丰收、助

丰收、享丰收”六大板块内容，用歌舞表演、农特产品展销、

农事互动体验等丰富的活动形式，把丰收的喜悦、美丽乡

村的魅力呈现在广大游客面前。今年的“丰收节”还首次

举办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网络平台助农卖货，增加农民收

入。

莲都农民载歌载舞庆丰收

□ 记者 谢佳俊 文/图 通讯员 林园园

本报讯“来看看今年的稻鱼米，原

生态产品，更加绿色健康哦。”“这个扇子

很漂亮，多少钱一把？”9 月 22 日-23 日，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5周年系

列活动在青田举行。作为本次活动的重

要内容，昨日晚上 7时，“世界·青田”农遗

集市在青田华侨广场正式鸣锣开市，来

自全省各地的非遗文化与农遗产品一同

亮相，为现场的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逛

吃”之旅。

本次农遗集市共设寻溯·农遗记忆、

相遇·一见青心、幸福·农情蜜意、匠心·

工艺之美四大板块，共设 34个展位，集中

展示了 3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9个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动还以直播

的方式，对全省各地的非遗文化与农遗

产品进行推介，带动各地农遗产品销售。

在舞台旁，6个地摊没有任何广告推

介，周边却围满了市民，其中两个竹篓里

有几尾稻鱼，市民正在一旁询价。48 岁

的摊主张爱敏来自任庄，3年前他回乡种

稻，如今家中有 350亩稻田。“现在青田的

稻鱼米不愁销路，在家门口种田也能致

富啦。”张爱敏笑着告诉记者，希望借此

机会让更多人了解青田“稻鱼共生”生态

循环农业生产技术。

“有吃有喝有表演，今天的集市真有

趣。”市民陈观潮特意前来“赶集”，他告

诉记者，很多非遗文化遗产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原来小小的农产品蕴含这

么多文化，今天长见识了。”

据了解，“世界·青田”农遗集市集展

示、演艺、体验、消费于一体，是一场富有

特色、乡土气息浓郁的音乐市集，也是中

国首个“农业文化遗产”市集。

“世界·青田”农遗市场昨晚热闹开市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吴梓嫣

本报讯 评梨王、尝仙果、品梨宴、唱

梨歌……9 月 20 日，云和雪梨文化节活

动在云和县元和街道陈前村热闹上演。

来自各地的游客齐聚一堂，品尝云和雪

梨、回味百年浓情。

雪梨节活动上，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便是“评梨王”。梨农们一早就把从自家

梨园内新鲜采摘的雪梨送到比赛现场，

踊跃参与这场属于梨农之间的王者较

量。最终，23 号选手雷汤高选送的云和

雪梨，以平均甜度值为 14.2667获得本届

“云和师傅”杯梨王争霸赛甜度排名第一

的好成绩。10号选手蓝建云选送的雪梨

以 4.8斤的重量夺得本次“梨王”的称号。

在陈前村文化大礼堂前的丰收舞台

上，表演者们以舞蹈、唱歌、杂技等形式

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传达云和雪梨文

化，表达丰收的喜悦之情。动听的音符

伴着欢快的脚步，畲族舞蹈呈现最纯正

的“山哈”风情，精彩的演出让游客们纷

纷为之鼓掌。

听曲赏舞之际，自然少不了琳琅满

目的美食。现场还设立了雪梨免费品尝

点、民俗美食街，各类民间艺人画糖人、

熬雪梨糖、做炒米糠等。

今年的雪梨文化节，除了举办雪梨

争霸赛、雪梨宴等多项活动外，还为低收

入农户推出了“梨梨养成”扶农助农行

动。同时，现场还进行了“政企合作共

赢 助力扶贫消薄”党建联盟签约、浙江

二建与云和建设签约。

云和雪梨距今已有 560 多年的栽培

历史，因其优良的品

质 ，已 两 度 被 评 为

“中华名果”，是省三

大传统名梨之一，也

是元和街道的主导

产业。目前，元和街

道种植老雪梨 1424
亩 ，其 中 投 产 的 有

1200余亩，总产值达

600余万元。

云和雪梨喜获丰收 4.8斤梨王诞生

特约摄影记者特约摄影记者 刘海波刘海波 摄摄

为丰收喝彩 为小康奋斗
阅读提示

金秋九月是个丰收的季节，在这个季节，田野里，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
腰，玉米笑了，大豆裂开了嘴……果园里，猕猴桃穿上了紫亮亮的袍子，金黄
色的桔子挂满了枝头，在秋风的吹拂下，好像在向人们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