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此老村南瓜香，佳节相约丰收
忙。日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
格此老村第七届南瓜丰收节如约而至。

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队带着晋剧表
演、二人台表演、歌舞表演轮番上演，从
不同角度展示了乡村振兴的新成果、展
现了新时期农民群众的新面貌，营造了
新时代广大农牧民庆丰收、晒丰收、享
丰收、乐丰收的浓厚节日氛围，演员们
生动有趣的表演，深受群众喜爱，掀起
一阵阵高潮、赢得一阵阵掌声。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随着一声
号令，农民趣味运动比赛正式开始。拔
河比赛现场，吸引了众多群众观看，一
根绳、一条心、一股劲，在这场体力和毅
力的较量中，参赛选手使出浑身解数，
铆足了劲一争高下，标志红绳在两队之
间来回摆动，双方啦啦队和现场观众们
也不甘示弱，加油声此起彼伏，现场成
了欢乐的海洋，气氛紧张而激烈。

本次活动将丰收节与体育精神相
融合，让农民唱“主角”，变“运动员”，拔
河比赛、担南瓜接力、二人三足跑等集
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技性于一

体的项目一一登场，全方位地展现了格
此老村丰收的新景象、乡村振兴的新成
就，也展现了“新农人”吃苦耐劳、奋发
向上的昂扬斗志，更表达出基层群众坚
定发展信心、矢志乡村振兴的美好愿
望。

“1981 年，我们村的张连威根据土
壤、气候特点开始引进新品种种植南
瓜。经过选种育苗，他培育出了适合本
地种植、品质优良的杂交品种，并在全
村推广。2004 年，张连威组建起合作社
开始大面积地种植南瓜，2014 年他成
为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专业指导村
民种植南瓜，同时还成立了黄合少镇瓜
菜协会，把更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发展‘一
村一品’南瓜种植。经过多年的发展，南
瓜的品质和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了，乡亲
们的腰包鼓起来了，小南瓜变成了金南
瓜。现在我们格此老的南瓜特别抢手，
光丰收节一天就被订购完了。”格此老
村党支部书记赵妙婵难掩心中的喜悦。
她表示，格此老村的赛罕南瓜已经成为
村民增收的“致富宝”和“开心果”，成为
格此老村的“金名片”。 (李颖剑)

9 月 19 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开展“中国
农民丰收节”农耕趣味运动会。孩子们通过参与运输秋收
作物、剥玉米皮、夹豆子等劳动竞赛项目，亲身体验劳动的
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从小养成崇
尚节俭、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

（丁根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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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千层浪，瓜果十里香，又到金秋好时节，沃野田畴一派作物成熟景象，大地再一次给予辛劳耕耘以金色的回馈。呼和浩特市广大农民在劳作中欢庆属于自己的
节日。在武川县，一台台农机在农田里来回穿梭，马铃薯一颗颗被翻出；在托县，“一溜湾”形态各异、五彩斑斓的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藤；各地大棚里的蔬菜瓜果招人喜
爱；田地里一株株玉米挺拔整齐果穗饱满……呼和浩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处处是一派丰收景象。

2024 年，呼和浩特市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 687.28 万亩，其中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565.1 万亩，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 97.35 万亩，其他作物播
种面积 24.83 万亩。今年农作物整
体长势良好，粮食产量预计达到
37.5 亿斤，较上年增加 0.688 亿斤，
全市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呼和
浩特市蔬菜种植面积 18.5 万亩。肉
类总产量达到 9 万吨，奶产量达到
135.6 万吨，蛋产量达到 1.9 万吨，
生猪产能 6 年连增。首府“米袋子”

“菜篮子”“肉盘子”装得越来越满、
端得越来越稳。

各地的特产晒出来，幸福的歌
儿唱起来，欢快的舞蹈跳起来，和美
的日子乐开怀……9 月 22 日，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聚焦“学用‘千万
工程’礼赞丰收中国”主题开展了一
系列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活动。

歌舞《喜庆丰收年》拉开了农民
大联欢表演，小品《新农民笑声》、舞
蹈《在希望的田野上》、笛子独奏《扬
鞭催马运粮忙》等精彩节目你方唱
罢我登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会场中央，辣椒、南瓜、玉米、土
豆、胡萝卜、白菜等农产品堆成的粮
仓，“晒”出农业发展硕果，展现和林
格尔县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丰硕
成就。

最精彩的莫过于“盛乐盛产，和
乐和林”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展示乡
村旅游精品路线，推介特色品牌，展
销绿色优质产品，依托农业农村特
色资源，打造农特产品专享购物季。

现场各乡镇的展亭里展出的土

特产品成了“主角”，吸引了众多市
民前来参观、购买。

农民自导自演的文艺文化作品
在文化大院展出，展现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风采。农民朋友既可欣赏具
有乡村特色的歌曲、舞蹈、乐器演
奏、民俗艺术等表演，观赏剪纸、面
塑、泥塑、布艺等非遗展示，感受优
秀乡土文化。现场品鉴特色美食炖
羊肉、前窑子水库鱼、昆都仑莜面，
参加活动的村民们挨个品尝，啧啧
称赞，好一派喜悦的丰收新图景。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致富带头
人”“最美种植户”先进典型宣传、农
民网红助农直播等活动。

“和美乡村 、幸福画卷”2024
中国农民丰收节———书画摄影展也
同期举办，征集以“乡村振兴”“庆丰
收 促和美”为主题的美术、书法、剪
纸、摄影作品百幅，生动展示了和林
格尔壮美山河、丰收盛景、和美乡
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的
“拾趣金秋、悦享丰收”———文明实
践主题市集的有趣活动吸引了众多
小朋友的参与。

农民趣味运动会上，徒手搓玉
米、运南瓜、拔河等赛事项目，不仅
考验了参赛者的体力与技巧，更彰
显了农民朋友们乐观向上、勇于拼
搏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各村代表队
男女协作、奋力拼搏，欢声笑语不
断，加油声此起彼伏，展现农民喜庆
丰收、积极向上、健康快乐的精神风
貌，感受丰收节带给老百姓的愉悦
与快乐。

(王效平)

9 月，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黄河沿
岸万亩葡萄陆续进入了采收期，走进郝
家窑村葡萄种植区，一排排碧绿的葡萄
架整齐排列，枝繁叶茂，一串串晶莹剔
透的葡萄挂满枝条，籽粒饱满，果香四
溢，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装箱一气
呵成，葡萄园内一派丰收景象。

黄河流经托克托县 37.5 公里，黄
河沿岸的郝家窑村、海生不浪等村作为
托克托县葡萄种植的主要区域，经过多
年的不断发展，葡萄种植面积已达 1 万
亩。种植户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
们忙碌地穿梭在葡萄架下，小心翼翼地
采摘着成熟的葡萄。一位郝家窑村的种
植户看着满筐的葡萄，眼中满是欢喜：

“今年这葡萄长得可真好，个大饱满，肯
定能卖个好价钱。”海生不浪村的种植
户也纷纷表示，今年的葡萄品质优良，
市场前景广阔。中秋节期间，游客纷至
沓来，带孩子体验采摘的快乐。游客们
一边品尝着新鲜的葡萄，一边感受着田
园生活的乐趣。“这里的葡萄真甜，采摘
的过程也很有趣。既能品尝到美味的水
果，又能亲近大自然，真是太棒了。”一
位游客赞叹道。

托克托县位于黄河上中游分界处，
地处北纬 40°，在世界公认的葡萄种
植黄金纬度区内，其独特的砾质沙壤土
地和黄河河谷小气候为葡萄提供了绝
佳的生长环境。自然的精华被保存在土
壤之中，这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经过长年累月的地质更新和沉淀，
葡萄种植园的土壤结构主要是由表层
砂质土壤和数层以下第四世纪湖滨砂
砾石层构成，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葡
萄及相关产品就如同土壤的“发言人”
一样，传达着这片古老土地所蕴含的味
道。近年来，托克托县积极践行黄河高
质量发展战略，将葡萄产业与旅游、生
态相结合。依托黄河的自然风光和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葡萄采摘、休
闲垂钓、黄河观光等一系列的旅游项
目。游客们在采摘葡萄的同时，还可以
欣赏黄河的壮丽景色，感受古老的黄河
文化。此外，托克托县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通过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减少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保护了葡萄园的生态环
境。同时，加强黄河沿岸的生态修复，种
植了大量的树木和花草，让黄河沿岸变
得更加美丽。 (特木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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