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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阅读昭通·视界

舞台上演员尽情表演，稻田边网
红激情直播，割稻打谷、池塘抓鸭、稻
田拔河……8月 22日，水富市向家坝
镇 2023年农民丰收节大型主题活动
在永安村精彩上演，田埂上、稻田旁、
池塘边、花丛中、树荫下、凉亭里，如
潮流动的游客连成了数公里的长龙，
共同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丰收的欢乐

秕稻成米，遍地黄金。8月 22日
7时，金色的太阳照耀着永安村，沉甸
甸的稻穗随风摇曳，掀起层层金色的
稻浪，阵阵稻香沁人心脾，一道道

“粮”辰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8 时左右，四面八方的游客迎着

朝阳蜂拥而至，开始了一天的狂欢。
大家首先经过的是写有“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者’”的宣传标语墙，再经过
农产品展台，进入百米长的农耕文化
长廊，沿途都是琳琅满目的农具、农
物、农资和农事活动造型，充满了乡
土气息和生活乐趣，过往的游人或驻
足观赏，或拍照留念；二十四节气彩
旗，让人知时节、懂农事；农产品搭建
的拱门和舞台、展台更是别具一格、
独具匠心。

金谷八宝粥、蒸米饭、南瓜汤，煮
好的玉米、花生、毛豆……在金谷花
海农特产品品尝区，新鲜的“永安食
品”飘着阵阵香气，游人争先恐后前
来免费品尝，并对可心的食物投上一
票。最引人入胜的是一排标有“云两
佐 9804”“22 水鉴 64”“22 水鉴 1154”

“云粳 37 号”“勇优 494”“兆优 6319”
等优质大米品种用甑子蒸熟的米饭，
游客虽然大多不知道这些文字和数
字的含义，却争先品尝这些香喷喷的
米饭。

水 粉 、煮 花 生 、小 炸 鱼 、冰 葫
芦、炸洋芋、麻辣烫，当天 6 时许，
永安村永坝村民小组的刘国春一
家 4 口人就忙活开了。这天到他们
家吃小吃的游客有 200 多人，收入
1000 多 元 。“ 我 家 种 了 4.5 亩 田 ，
2022 年收获稻谷 4000 多斤，平时我
和儿子还帮人干些泥水匠的活儿，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今天镇上在
我们这里举办庆祝丰收节活动，我
想到经过我家门口的人多，就筹谋
着全家齐上阵做一天的小生意。”
刘国春边煮水粉边对记者说，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丰收节，也是农民狂欢节。当天
上午，割稻打谷、池塘抓鸭、稻田拔
河、浑水摸鱼 4 场比赛在观众的欢
呼声、助威声中决出了名次，平均年
龄 50 岁的水东村廖德富 4 人组在 15
分钟的割稻打谷比赛中以 247 斤的
成绩从 5 个村队中夺得第一名，得
到了 4 只鸭 60 斤米的奖品，期待明
年再参赛。

现场还进行了优质大米评选，
向家坝镇党委书记孙茂最后宣布，
品种名为“22 水鉴 64”的大米获得
一等奖……

当日下午，向家坝镇还举办了农
特产品推介交流活动，向参会企业推
介金谷大米、手工挂面、龙眼、猕猴
桃、蜜本南瓜、噜咪啦薯片等农特产
品，商议合作事宜。

种粮的快乐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一年中
农民最幸福的时节。永安村永坝村
民小组“老队长”李正富一家，也正在
忙着收割自己家种植的22亩稻谷。

今年 71 岁的李正富是一名地道
的农民，从小跟着父母学干农活，20世
纪60年代他才十四五岁时，就参加了
当时的农业集体生产，一天挣五六分
工分。20世纪 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到
户后，当时的永坝生产队 300多亩田
地分到了几十户人家，极大地激发了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李正富家有 5口
人分配到约5亩田2地，并担任了永坝
生产队队长，成长为种粮的一把好手。

“集体生产时亩产才五六百斤，
承包到户后，科技改良，亩产超 1000
斤，吃都吃不完。”吃过伙食团，经历
过特别困难时期的李正富，对土地有
着特别深的情怀，当年正值青年时期
的他，自主经营好承包的土地，养育
大了4个孩子。

在田地里耕耘了一辈子的李正
富，这些年更喜欢种粮了。2022 年，
他流转了 4户邻居家的田地，共种植
了 16亩田、5亩地，收获了 1.2万斤稻
谷，收入 2万多元。随着永安金谷品
牌的声名远播，丰收时节到他家买大
米的人络绎不绝。今年，李正富又多
流转了几户邻居的田地耕作，累计种
植了 22亩田、18亩地，成为当地的种
粮大户。

李正富表示，现在种地都是半机
械半人工，农忙时儿子李大海也会帮
忙，栽秧打谷时请上20余人集中两三
天干活，提高了效率。

种好粮，是李正富一生的追求，
也是他一生的快乐。如今，像李正富
一样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对种粮乐
此不疲的人越来越少了。

永安的喜乐

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于保护耕
地。永安村是水富市有名的“粮仓”，
全村有耕地 10380 亩，人均耕地 2
亩。永安村全年320天的无霜期保障
了粮食超长的生长孕育期，一年栽种
一季，生长周期约180天，生产出来的
大米松软可口、满嘴留香。

徐徐清风吹来，片片稻穗摇曳。
近年来，在永安村“两委”的带领下，成
立了永安社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坚守“组织引领、党员示范、村民帮
扶、群众致富”的理念，采取“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方式，聚集
体之智，举集体之力，大力发展村集体
经济。公司注册了“滇安云米”品牌商
标，对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永安金
谷”大米，统一选种、统一管理、统一收
购、统一加工、包装上市。2022年，全
村标准化、规范化集中连片种植水稻
1000亩，产优质大米 250余吨，带动 8
个村民小组种植户实现人均增收1000
余元。今年，永安村共种植“永安金
谷”2000亩，可产优质大米 500吨，实
现经济价值600余万元。

永安村的种粮之路，为中国农村的
安宁和农民的喜乐提供了一个样本。

秋来稻浪千重，最喜人间丰收。
8月 22日，水富市向家坝镇举办农

民丰收节，永安金谷大米、南瓜、玉米、辣
椒、龙眼等农产品堆成小山状，背景是贴上

红底“丰”字的锥形谷仓，形成一道道亮丽风景
线。各类农产品的视频直播成为网民围观热点，

众多乡村主播成为人气超高的网红。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我的家乡永安，这里的金

谷大米香甜软糯。”手机架起，补光灯打开，“王小磊”
拿着一箱金谷大米，娴熟热情地向屏幕前的网友推
介。除了金谷大米，直播台边还摆放着天麻、白茶、
花生等种类繁多的昭通农特产品，吊足了网友的购
买欲。

“王小磊”名叫王磊，是永安村“00后”新农人，从
小生活在农村的她对农村有着特别的感情。大学毕
业后她看中乡村这个大舞台，她坚信当代青年生逢
其时，施展才华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
比光明，要怀抱梦想脚踏实地，立志做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乡村
振兴的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2022年，她毅然选择
了返乡创业，成立云南土二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
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快手等平台网络直播卖
货。为了汇聚大学生的力量，王磊还吸纳了 20名来
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参与。

王磊坦言，以前拍摄短视频完全出于兴趣爱好，
现在挑起“直播大梁”看起来简单，但对于直播领域，
主播话术、直播间布景、场面氛围营造都需要学习。

“我们自己会在网上观看同类型的优秀直播间进行
学习，还会参加专业的电商培训。账号开始运营后，
每天观看人数飘忽不定，也很考验我们的心态。”

在带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同时，王磊也打造了一
张属于自己的“镶金”名片：2022年“长江首港，富美之
声”网络直播大赛八强优秀奖获得者，2023年水富市
第二届李子文化节直播助农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对于未来的发展和规划，王磊有自己的想法：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
力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乡村、建设家乡，我觉
得未来农村大有可为，我也有更大、更足的干劲，带
领更多青年们一起致富增收。”

同样对农业农村向往的杨毕芳，原本是在一
家律师事务所从事文秘工作，接触了网络直播后
她便辞职变身新农人。杨毕芳的网名叫“芳芳”，
她平常 主 要 以 拍 摄 农 村 的 风 景 和 美 食 视 频 为
主，开播以来，她的粉丝积攒到 1000 多人。“我现
在每天都会视频。”杨毕芳说，前段时间她以销
售李干为主，销售收入有 8000 元。虽然现在的

“粉丝”不是很多，杨毕芳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让远隔千里之外的人了解和品尝到家乡的优
秀农产品。

金竹长廊内，14 名电商主播齐聚一堂，他们以
向家坝丰收节为舞台，切磋技艺、展示所学，使出浑
身解数推销将“永安味道”带往全国各地。他们还
化身线上“导游”，带领网友“云”打卡层层梯田及特
色产业。

直播带货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让更多农民
增收致富，还推动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重
塑农民思维方式，促进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手机
成了“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在淘宝、抖音、

快手等平台，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大学生、致
富带头人甚至村干部都当上了农产品

销售的主播。近距离、直观，再加
上各种农村生活场景给网友

带来的新鲜感吸引了大量
粉丝。他们通过开网

店、做电商、直播带
货，把昭通的农产
品卖向全省全国
全世界。

风 吹 稻 浪
间，金秋好“丰”
景！金沙江畔，
秋风吹开了农
民的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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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编的舞蹈。

网红主播直播带货。

“浑水摸鱼”欢乐无限。

丰收的喜悦。

航拍永安金谷大米种植基地航拍永安金谷大米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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