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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知识点请收藏！

2023 年 9 月 23 日是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促和美”为主题，围

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展现三农发展成就，展示农业

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

关键词：中国农民丰收节 庆丰收促和美

第一部分 农民工丰收节

一、9月 23 日秋分

1.简述

（1）秋分日，平分秋季的三个月，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六个节气，秋季第四个节气。

（2）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这天之后到冬至，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

（3）古时，秋分曾是“祭月节”，中秋节由“秋夕祭月”演变而来。

2.三候

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户，三候水始涸。

3.习俗

吃秋菜、竖秋蛋、庆秋收等。

4.秋分的诗词

《夜喜贺兰三见访》

唐·贾岛

漏钟仍夜浅，时节欲秋分。

泉聒栖松鹤，风除翳月云。

踏苔行引兴，枕石卧论文。

即此寻常静，来多只是君。

《点绛唇》

宋·谢逸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

凉蟾光满。桂子飘香远。

素练宽衣，仙仗明飞观。

霓裳乱。银桥人散。吹彻昭华管。

《晚晴》

唐·杜甫

返照斜初彻，浮云薄未归。

江虹明远饮，峡雨落馀飞。

凫雁终高去，熊罴觉自肥。

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秋分后顿凄冷有感》

宋·陆游

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待黄。
蟋蟀当在宇，遽已近我床。
况我老当逝，且复小彷徉。
岂无一樽酒，亦有书在傍。
饮酒读古书，慨然想黄唐。
耄矣狂未除，谁能药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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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师还道院求诗》

南宋·赵师秀

师已无言矣，今吾何所云。

惟知佛照子，曾管雁山云。

天下闲为宝，人间热似焚。

筠州郡斋近，安坐过秋分。

《秋分前二日月下作》

清·胤禛

露湿天阶夜景赊，湘帘高卷树栖鸦。

寒蛩唧唧吟深砌，曲沼盈盈涨浅沙。

风度桂丛香馥郁，月穿竹篽影横斜。

襟怀凄爽秋将半，落叶萧萧菊欲华。

农事歌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适时种麦年年收，过早过迟有闪失，

先种淤地后种沙，七天出苗正合适。晚秋作物继续管，随熟随收不能迟。

棉花进入中喷花，四至六天一次拾，中喷棉花质量好，单存留种正适时。

菠菜小葱要种上，白菜浇水把肥施，冬暖大棚膜罩好，种植黄瓜西红柿。

青贮秸秆继续搞，牲畜配种机莫失。养鱼饵料不能减，莲藕采收推上市。

二、农民丰收节

1.自 2018 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9 月 23 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2.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下简称“丰收节”）是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

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

3.设立目的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二是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

得感；三是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

4.2023 年丰收节

（1）主题

以“庆丰收促和美”为主题，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展现三农发展成就，展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

（2）吉祥物

吉祥物是“和和”“美美”两个卡通 IP 形象，表达了亿

万农民甜甜美美的丰收喜悦、和和睦睦的幸福生活。

IP 卡通形象的整体设计，以三大主粮“稻谷、麦穗、

玉米”为造型元素，突出丰收节属性，融入传统文化符

号与现代信息符号，传递丰收、喜悦、吉庆和农业现代

化等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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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展：古人庆祝丰收的活动

（1）祭祀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礼记·王制》）

·在西周时期，社神的地位极高，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拥有祭祀之权。

“社”字从示从土，“土”是土地，“示”表示祭祀，那么，社就是祭土地。

·所谓“江山社稷”中的“社”和“稷”（指小米），说的就是土神和谷神，

社稷与江山相连充分表现出了古人对粮食的原始崇拜。

（2）社日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社日·唐·王驾》

“社日”——古时候祭祀土地神的日子，不仅在丰收的时候进行，在播种的季节也有，“社日”分

别在立春后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称为春社和秋社。不同的是，春社是为祈求保佑（表达愿望和期许），

秋社则以收获答谢神灵（庆祝丰收），即“春祈秋报”。

南朝梁宗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载：“秋分以牲祠社……盛于仲春之月。”后世的丰收节也是以庆

祝丰收为主题的秋社延续而来。

（3）民俗活动

①“嘉禾九穗持上府，庙前女巫递歌舞。呜呜歌讴坎坎鼓，香烟成云神降语。”

——《赛神曲·宋·陆游》

赛神，就是人们以歌舞、鼓乐、演戏的方式酬谢社神，庆祝丰收。

人们都可以休息聚会、饮酒放歌。百姓互赠自制社肉、社饭、社糕、社果等，共庆丰收。

②保留至今的少数民族民俗活动

民 族 节 日 时间或活动

藏 族 望果节 在青稞黄熟以后、开镰收割的前两三天举行

高山族 丰收节 每年秋收季节举行

畲族 丰收节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

仡佬族、苗族、

布依族、白族等
新米节 做糯米粑，欢庆丰收，祭祖

（4）作“蔬果画”

蔬果画属于花鸟画科，历朝历代的画家们为庆丰收增加色彩，以蔬菜瓜果为内容，留下了许多生动

有趣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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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农民丰收节的描述

1.关于丰收的诗词

悯农・其一

唐·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社日

唐·王驾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宋·苏轼

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

化工余力染夭红。归去山公应倒载。

阑街拍手笑儿童。甚时名作锦薰笼。

田舍

宋·范成大

呼唤携锄至，安排筑圃忙。

儿童眠落叶，鸟雀噪斜阳。

烟火村声远，林菁野气香。

乐哉今岁事，天末稻云黄。

游山西村

宋·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浣溪沙·江村道中

宋·范成大

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

垂垂山果挂青黄。浓雾知秋晨气润，

薄云遮日午阴凉。不须飞盖护戎装。

溪村晚步即事

宋·董嗣杲

小策盘旋草舍东，东西拾穗走儿童。

村家閒有秋收处，愁语酣歌自不同。

台南竹枝词 其二

清·罗大佑

布谷催耕早，嘉禾熟麦秋。

入冬仍秀实，一岁两丰收。

酬朱直 其二

宋·徐鹿卿

南来草木半炎州，喜见冰壶一段秋。

所学有原真父子，自前无种是王侯。

传家肯羡金籯满，用世还知玉璞酬。

人事尽时天理见，但勤耕耨候丰收。

伯循见示秋收后作韵 其一

明·梁兰

此老居山岂为耕，外人刚道一廛氓。

延年合药仙方古，永日横经易学明。

放犊径中苔任满，种鱼池底水教平。

喜闻早遂农家愿，南亩东阡颇有成。

秋收后作 其一

清·屈大均

渐见穷阴积，霜因白露晞。

寒教梅色浅，暖使菊香微。

十亩男功毕，孤村岁事非。

几家涤场候，鸡黍有馀肥。

重访延边

现代·朱德

重访延边景象鲜，培修十载换新天。

春来抢种争分秒，秋到忙时贵后先。

草帽山头栽果树，沙河岸上种禾田。

人民勤俭辛劳甚，累进丰收是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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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主席关于三农的金句选录

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

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9 年 3 月 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

要分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

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

—2019 年 3 月 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大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

希望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

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调动亿万农民重农务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018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亿万农民祝贺中国农民丰收节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2018 年 9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

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山东考察

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

不能落

——2014 年 12 月 13 日，在江苏调研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时间：2018 年 9 月 22 日

场合：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亿万农民祝贺中国农民丰收节

话语：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广大农民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

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是农村改革 40 周年，40 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时间：2018 年 3 月 8 日

场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话语：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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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时间：2016 年 4 月 25 日

场合：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话语：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加强城乡统筹，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三个坚定不移

时间：2016 年 4 月 25 日

场合：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话语：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

时间：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

场合：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指出

话语：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时间：2015 年 1 月 20 日

场合：习近平在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考察工作时强调

话语：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

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小厕所、大民生

时间：2014 年 12 月 13 日

场合：习近平在与江苏镇江永茂圩自然村村民交流时说

话语：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

可以说小厕所、大民生。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时间：2013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

场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话语：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贯彻落实好，使热带特色农业

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7

2022 年《求是》第 7 期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

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

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我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

略问题。

·不能把粮食当成一般商品，光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主产区、主销

区、产销平衡区都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一起扛。此乃国之大者！粮食安全要

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

·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

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特别是县

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农业的表述

·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我

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

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

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

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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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

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

制度，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第二部分 延伸考点

一、我国粮食的小知识

1.粮食的别称

谷 古代百谷的总称，后为粟的别称。

五谷

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指稻、黍、

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

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

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

八谷 泛指各种粮食作物。一说是黍、稷、稻、粱、禾、麻、菽、麦

百谷 犹言诸谷，或各种粮食作物

六谷 古时称稻、黍（小米）、稷、梁、麦、苽六种粮食作物。

四谷 四种粮食作物的总称

九谷 泛指多种粮食作物

菽 豆类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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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的四大主要粮食作物

水 稻
主产区域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北地区，水稻属于直接经济作物，是“五

谷之首”。

小 麦
小麦种植遍布全国，主产区为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

四川、陕西等地，其中河南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

玉 米 主产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南、西北地区。

大 豆
主产区域分布在东北地区、黄淮海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包

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该区域是我国最大的大豆产区。

3.我国现有作物中的“移民户”

类

别
名称 传入时间 原产地

类

别
名称

传入时

间
原产地

粮

食

作

物

小麦 公元前2000年 西亚

经

济

作

物

花生
明末清

初
南美洲

占城稻 宋朝 亚洲中南半岛 芝麻 西汉 非洲

玉米 明朝 美洲 向日葵 明朝 欧洲

番薯 明朝万历年间 美洲 烟草 明朝 美洲

马铃薯 明朝中期 南美洲 棉花
约南北

朝时期
印度和阿拉伯

蔬

菜

水

果

辣椒 明朝 美洲

其

他

以上作物：“胡”字辈大多为两汉

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字辈

大多为明朝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

带入；“西”字辈多为清代康乾之后传

入中国；“洋”字辈则大多由清代乃至

近代引入中国。

番茄 明朝 美洲

菠菜 唐朝 伊朗

西瓜 唐朝 非洲

木瓜 清朝 墨西哥南部 洋葱/胡葱 西汉 中亚、西亚

菠萝 明朝万历年间 南美洲

蔬

菜

西葫芦 清代 美洲

西蓝花 清代 地中海沿岸 洋白菜 明朝 地中海沿岸

番石榴 明末清初 墨西哥和秘鲁 南瓜 明代 中南美洲

二、粮食安全的小知识

1.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粮食储备安全。

2.“糙米”被视为“文明病”的克星。

3.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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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

4.世界粮农组织将粮食产量作为衡量全球或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程度的重要指标。

5.绿色储粮是指采用有效的生态手段，避免化学药剂污染，延缓粮食陈化，确保粮食安全、卫生的

综合性防治方法。它是以储粮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的储粮技术。绿色储粮技术，即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

导，以储粮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在粮食储藏过程中尽量少用或不用化学药剂，以调控储粮生态因子为主

要手段，从而达到保护环境，避免粮食污染，确保储粮安全，使人民群众吃到新鲜、营养、可口、无毒

的放心粮的技术。低温和气调是国际公认的绿色储藏技术。

6.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提供能量：谷类食品当中富含淀粉、脂肪和蛋白质，食用后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此类食物是机体

最经济、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促进肠道代谢：谷物，特别是全谷物当中，富含膳食纤维，适量摄入可以延缓机体血糖升高、促进

肠道代谢、增强饱腹感，从而可以帮助机体预防便秘、结肠癌等问题。

促成营养素均衡摄入：谷物当中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某些

矿物质元素（钾、铁、锌、镁等）、植物化学物质（多酚等）等营养素。

常吃对于身体有良好的补充作用，对于皮肤、神经系统、血压、免疫调节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谷

物的多种类摄入有助于实现食物多样化，这更利于营养素的均衡摄入。

第三部分 实战演练

【模拟 1·单选】古语有云：“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关于“五谷”。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中国是世界上水稻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B.黍离之悲是指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哀叹，其中“黍”一般称作黄米

C.长城以北主要种植冬小麦

D.菽为豆类的总称，大豆原产于中国，中国各地均有栽培

【模拟 2·单选】下列情形在北宋时期的汴梁不可能发生的是（ ）。

A.有来自波斯的商人经商 B.民众在绸缎庄买彩绸锦帛

C.蹴鞠运动深受民众欢迎 D.民众的餐桌上出现了花生

【模拟 3·单选】根以下古代农学作品，按照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

①《农政全书》 ②《齐民要术》 ③《氾胜之书》 ④《王祯农书》 ⑤《陈敷农书》

A.③②⑤④① B.③⑤②④① C.②③④①⑤ D.②④③①⑤

【真题 1·茅箭区·单选】自 2018 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 ）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A.立春 B.夏至 C.秋分 D.冬至

【真题 2·富阳区·单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二十四节气中每个节气都表示着时候、气候、物候这三候的变化

B.2016 年，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C.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节气的共同规律是昼夜时长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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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白露节气相邻的后一个节气是秋分

【真题 3·桐庐·单选】下列谚语不涉及二十四节气的是（ ）。

A.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 B.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C.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D.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真题 4·庐江·判断】9 月 23 日秋分日是我国迎来的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

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真题 5·亳州·单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发现美洲以来，印第安人培植的高产粮食作物是高粱、番薯

B.大豆的起源国是英国

C.“世界粮食日”的设立旨在增强公众对世界贫困问题的意识

D.杂交水稻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产量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题 6·山东·单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谷”通常指的是稻、黍、稷、麦、菽等五种谷物。

其中，“菽”指的是（ ）。

A.豆 B.麻 C.麋 D.粟

【真题 7·辽宁·单选】“江山社稷”中的“稷”在古代是指（ ）。

A.土地之神 B.黎民百姓 C.祈求丰收 D.五谷之神

【真题 8·江西·单选】俗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下列不属于“五谷”的是（ ）。

A.黍 B.稷 C.粟 D.稻

（答案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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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模拟 1】。解析：A、B、D 三项均正确，C项错误，长城以北主要种植春小麦。故本题选 C。

【模拟 2】D。解析：A、B、C三项均正确，D 项错误，花生的原产地是美洲，于明朝时期传入中国，

北宋时期不可能吃到。故本题选 D。

【模拟 3】A。解析：①明代的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内容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

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贯穿着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②北魏的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一部综

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③西汉农学家氾胜之

所著的《氾胜之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④元代广丰县尹王祯所著的《王祯农书》，共 37 卷，

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并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⑤宋代陈敷所著的《陈敷农书》，

我国古代第一部谈论水稻栽培种植方法的农书。因此，按时间顺序是：西汉、北魏、宋、元、明，即③

②⑤④①。故本题选 A。

【真题 1】C。解析：“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于 2018 年

设立，节日时间为每年“秋分”。故本题选 C。

【真题 2】C。解析：A、B、D三项说法均正确。C 项错误，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4 个节气，是

农耕的重要时节。此时太阳直射地球赤道，昼夜几乎相等。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10 个节气。此时

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秋分是秋季的第

4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16 个节气。此时太阳直射地球赤道，昼夜均分。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 22 个节气。此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昼最短、夜最长。故本题选 C。

【真题 3】C。解析：A 项正确，“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指花草、鸟兽的活动大多呈现出季节

性以及规律性，因此，被当作区分时令的重要参考。B 项正确，“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是指白露

节气一过，穿衣服就不能再赤膊露体；寒露节气一过，应注重足部保暖。C 项错误，“日晕三更雨，月

晕午时风”属于气象谚语，不涉及二十四节气。D项正确，“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体现了

农民们种植冬小麦的最合适的时间，涉及秋分、霜降、寒露三个节气。故本题选 C。

【真题 4】√。解析：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将每年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

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日期为公历 2018

年 9 月 23 日。故本题说法正确。

【真题 5】D。解析：A 项错误，发现美洲以来，印第安人培植的高产粮食作物是玉米和马铃薯。B

项错误，大豆起源于中国。C 项错误，“世界粮食日”是世界各国政府围绕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举行纪

念活动的日子，其宗旨在于唤起全世界对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D 项正确，杂交水稻的出现

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粮食不能自给的现状，并对全球粮食增长以及解决全球粮食

饥荒与贫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本题选 D。

【真题 6】A。解析：菽是豆类的总称。故本题选 A。

【真题 7】D。解析：“江山社稷”意思是君王统治万里河山，老百姓在万里江河山川的土地上种庄

稼，“社”古代指土地之神，按方位命名：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五

种颜色的土覆于坛面，称五色土，实际象征国土。“稷”指五谷之神，原是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在西周

始被尊为五谷之长，与社并祭，合称“社稷”。故本题选 D。

【真题 8】C。解析：“五谷”在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

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粟不属于“五谷”。故本题选 C。


	关于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知识点请收藏！ 
	第一部分  农民工丰收节
	一、9月23日秋分
	二、农民丰收节
	三、关于农民丰收节的描述

	第二部分  延伸考点
	一、我国粮食的小知识
	二、粮食安全的小知识

	第三部分  实战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