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 评

又是一年麦收时，又是一季丰
收粮！从“开镰”到“开机”、从自给
自足到订单种植、从忙碌劳累到省
心省力……“三夏”生产的变化，不
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还是粮
丰农稳、生机勃勃的象征。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在常态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情况下，抓好今年的“三夏”生产
工作，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
农民增收、提振经济社会发展信
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特
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提出“六保”要求，“保粮食
能源安全”位居第四。李克强总理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提高复种指数。当
前，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全年粮
食生产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
期。我们必须围绕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坚决稳住粮

食生产目标不动摇，加强指导服
务，落实关键技术，抓好夏收、夏
种、夏管，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

五谷丰登，并非仅仅来自风调
雨顺的自然馈赠，更离不开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的提升。说到底，粮食
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因此，我
们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千
方百计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优化粮食储备结构，全力确保粮食
安全，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

粮稳则农稳，农稳则国兴。做
好“三夏”生产工作是当前农业农
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全年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我们
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毅力、更
实的作风，圆满完成今年“三夏”生
产任务，保持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
展势头，为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
城”，推动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小康
作出积极贡献。

稳固农业“压舱石”
武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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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三秋不如一麦忙。”6
月，是属于收获的季节，也是种下希
望的季节。时下，全市 345.17 万亩冬
小麦陆续完成收割，夏种也正全面展
开 ，田 间 地 头 到 处 闪 现 着 忙 碌 的 身
影，一台台收割机、拖拉机在农田里
穿梭。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给粮食和农产品生产供给也带来了
严峻挑战。保粮食安全是 4 月 17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
次提出的“六保”内容之一。许昌作为
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因此，
非常之年的“三夏”，“丰收”的含义更
为丰富。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时
候，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浓浓的麦香
沁人心脾，沉甸甸的麦穗诉说着农民
丰收的喜悦。这中间让人兴奋的不仅
是浓浓的麦香，还有“三夏”期间悄然
发生的新变化。

只闻机器声 少见人忙碌

从曾经的“烈日当头、黄金铺地、
老少弯腰”到如今的“‘三夏’大忙变
不忙，只见机器难见人”，随着农业机
械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如今的夏收正
在发生着质的改变。

在建安区陈曹乡，无边的麦田被
延伸其中的条条道路劈开，像一块块
金色的地毯，路边成行的白杨环绕，
仿佛为麦田镶上绿色的花边。大型收
割机正在麦田里往来穿梭，一派繁忙
收获的景象。清风徐来，麦浪送香，走
近掐下一穗搓开，轻轻一吹，手掌里
的麦粒饱满圆润，摸上去有轻微的蜡
感。

建安区陈曹乡白雉村村民袁义
军正在田头四轮车边守着。麦田里，
联合收割机所过之处留下一道道麦
茬，麦秆粉碎还田，麦子颗粒归仓。一
趟下来收割机满载而归，从机舱中源
源不断地吐出饱满金黄的麦粒，袁义
军随即将麦子装包起运。“今年收成
好，你看这小麦颜色就看出来了。”袁
义军喜滋滋地说。

在农业机械化没有普及的年代，
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
背朝天，每天辛苦劳作。那时候，夏收
是个繁杂而又苦累的工程，大约持续
一个月，被称作“麦天”。过“麦天”的
时候，在外打工的必须扛着大包小包
行 李 ，再 远 也 要 按 时 赶 回 来“ 抢 麦
时”。全家老少齐上阵，收麦、拉麦、打
麦，起早贪黑，昼夜不停，光是把麦子
搭成垛就得几个小时，每天只能睡上
两三个小时。

“以前种地全靠人力，一天忙到
晚 ，累得要死 ，还要看老天爷的‘脸
色’。现在农业机械化，省工省力又省
时，只要联系好机器操作手，支付一
定的佣金，用不了半天的工夫就全都
收完了。人不再那么辛苦，受天气影
响也小多了。”袁义军说。

说起这些年许昌“三夏”的变化，
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以下简
称市农机推广站）站长纪国强感慨良
多。正是他在 1993 年的推荐，许昌市

场才开始出现这种农机“利器”。
“1993 年，我从北京的部队转业

回到许昌，从事农机推广工作。”纪国
强说，他在部队任农场场长多年，对
农业机械化相对了解，回到许昌后发
现，许昌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麦子
依然靠镰刀收割。

于是，他向领导推荐从外地引进
联合收割机，推广新型农机。于是，市
农机推广站从河北邯郸引进收割机，
免费为农户收割，当年就实现了十分
好的效果，受益农户非常欢迎，把省
时、省力的感受传给乡邻。

次年，我市又从河北引进 200 多
台联合收割机，对接安排到各县（市、
区）作业，大多数农民都接受了收割
机 作 业 ，许 昌 小 麦 机 收 工 作 顺 利 起
步，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

纪国强还积极组织有规模的跨
区机收。有作业保障、能确保收入、由
机手自愿参加的农机跨区作业模式
在许昌率先萌发，市农机推广站开始
每年组织许昌本地的收割机到河北
的永年、魏县、蓟州，山东的阳谷、郓
城，湖北的荆州、襄阳等地开展跨区
机收。

“种地是越来越科学，也越来越
轻松。小麦收好之后，我打算用播种
机接着种大豆，都是机械化的，我在
地头坐着等就行了。”袁义军说。

经过多年的发展，截至 2019 年年
底，我市农机总动力达到 387.73 万千
瓦，全市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7300 台、
大中型配套农机具 1.96 万台、小麦联
合 收 割 机 6500 台 、排 灌 机 械 9.55 万
台。

农机合作社“三夏”挑大梁

麦熟时节，暗香遍野。连日来，建
安区兴旺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
保东忙得不可开交。从南阳市跨区作
业回来后，他带领合作社里的机手和
联合收割机又回到本地，参加我市机
收会战。

当记者在麦地里见到韩保东时，
他正忙着接电话：“您好，现在这边还
没有收完，后边还有人排队等着呢，
估计到您那边还要再等会儿，我们随
时保持联系就好。”

韩 保 东 告 诉 记 者 ，一 到 麦 收 时
节，他的电话就会变成“热线”，每天
都会接到很多邻村和周边乡镇预约
收麦的业务。

在韩保东的合作社里，记者见
到了各式各样的种粮“利器”：拖拉
机、播种机、收割机、秸秆打捆机、植
保机……仓库尽头，一台大型谷物烘
干机宏伟壮观。

“这些都是我们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大型农机，有了它们，农业生产再
也不是一件苦差事。”韩保东说，为了
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几乎每年，他
都会添置新的农业机械，有了农机补
贴，添置这些机器实惠很多。

韩保东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
种地心得是：实现机械化种地，让农
机合作社具有自己的特色。韩保东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收割机一天可
以收 120 至 150 亩地，他到外地开展

跨区作业，一个麦收季节下来，能收
割小麦 4000 亩，如果不算人工，一台
机器就能赚 3万元左右。

烈日当头、酷热难耐是农机手们
长时间作业的一大困难。“以往只要
一坐进操作间，就得脱光上身衣服，
肩 膀 上 搭 条 毛 巾 不 停 擦 汗 ，一 天 下
来，白毛巾变成黑毛巾。”韩保东说，
现在合作社的收割机都安装了电扇，
有的还安装了车载空调，太阳当头的
时候，操作间内最高温度从以前的 50
多摄氏度降为 30 多摄氏度，舒服多
了！

“本地麦收结束后，我还将带着
农机手和收割机到河北、山东参加全
国跨区作业。现在跨区作业主要是签
订合同、对口支援。跟着我们合作社
作业的农机手不用担心没活儿干，机
械出现故障维修有保障，农机手省心
又能多挣钱，想加入农机合作社的农
机户越来越多。”韩保东高兴地说。

这种“签订作业合同、实行订单
作业”有效避免了农机的无序流动，
保证了农机手获得较好收益。“解放
了劳动力，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值，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种田。”
韩保东说。

据了解，全市目前登记注册农机
合作社 252 家，入社社员 3973 人，服
务 农 户 35.07 万 户 ，入 社 经 营 土 地
108.11 万亩，其中：自有土地 8.03 万
亩 ，承 包 土 地 19.75 万 亩 ，托 管 土 地
80.33 万 亩 ；拥 有 各 类 农 业 机 械 1.46
万台，农机原值 5.26 亿元，配套设施
面积 18 万平方米。2019 年，全市农机
合作社年度总收入近 2 亿元，作业量
为全市农机作业总量的 2/3 以上，成
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力量。

让农民省心“托”出好“钱景”

“三夏”时节，尽管不用自己收麦
子，在城里打工的建安区五女店镇韩
庄村村民杨翠红还是特地回到了村
里。杨翠红家里有 8 亩小麦，有地却不
用种地，从种到收她是一天活儿都没
干，还得了个大丰收。

近年来，杨翠红尝试了一种新的
种植模式，将自家的 8 亩地托管给当
地的农业合作社。根据托管合同，土
地集中连片种粮食，由合作社进行规
模化、高标准种植。

“把地托管给合作社，俺不仅省
去了耕地、播种、追肥、锄草、收割等
诸多麻烦，而且不耽误外出打工，种
粮的收入还增加了。”杨翠红说。

近年来，我市农村外出务工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
和孩子，农户普遍存在缺乏干重体力
活儿的劳力，所以选择土地托管的农
民越来越多。

所谓土地托管，是指部分不愿耕
种或无能力耕种者把土地托给种植
专业合作社或者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在不改变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收
益权和国家惠农政策享有权的前提
下，实现农业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
产，较好地解决了“谁来种地、怎么种
地”的问题。

目前，土地全程式托管是最受农
户欢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户

将土地交由合作社进行产前、产中、
产后全程管理，享有“种什么”的生产
决策权和粮食收成的全部收益权。托
管服务贯穿春播秋收，直至将粮食送
到 农 户 家 。由 于 全 程 机 械 化 耕 种 收
割，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比农户自己
耕种减少了约 1/3 的费用，提升了农
民参与土地全程托管的积极性。

“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有效破解
了‘谁来种地’的难题，推动了农业规
模经营发展和绿色发展，降低了农业
生产成本，推广了先进生产技术，是
社会化服务直接服务农业和农户最
具有时代意义的方式。”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

订单农业好 增产又增收

“三夏”时节，建安区陈曹乡万庄
村子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1700 亩强
筋小麦还没收割完就已提前“嫁出”。

“我们与中粮集团、豫粮集团签订了
协议，实施订单种植，不仅买种子有
补贴，种出的小麦还高价回收，咱社
员的收入更有保障了！”该合作社理
事长万子荣喜滋滋地介绍。据了解，
像万子荣这样，我市越来越多农民群
众搭上订单农业的“快车”。

万子荣告诉记者，在农业农村部
门的牵线搭桥和农技部门的技术指
导下，该合作社去年种植的强筋小麦
品种主要是存麦 5 号和新麦 26，和普
通小麦相比，每亩增产 10%左右，市
场价每公斤多 0.2 元钱，这样算下来，
每年一亩多收入 200 元钱，这就是订
单农业给农民带来的效益。

据了解，强筋小麦属于加工专用
小麦品种，主要用于加工面包和提升
面粉品质。但长期以来，因为强筋小
麦品种少、分散种植，难以实现科学
管理，小麦品质难保障，企业难收购，
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

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市大力发展优质
专用小麦，从 2016 年的 24.5 万亩发展
到 2019 年的 80.5 万亩，全部实现订单
生产。仅 2018 至 2019 年，豫粮集团与
我市辖区内 11 万农户和农业合作组
织签订优质小麦种植收购订单，订单
面积 33.8 万亩，并以每公斤高于市场
价 0.2 元左右的价格收购订单生产的
优质小麦，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种植优
质小麦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订单农业的产量，我市
农技人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调查苗
情墒情、病虫草情，通过开展面对面
指导、现场诊断、微信和电话咨询等
方式，指导农户因苗制宜、看苗管理，
切实提高了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 市 场 需 要 什 么 ，我 们 就 种 什
么。”万子荣很感谢订单农业模式的
出现，“订单式”的种植销售模式保证
了他每年稳定的收益，消除了他的后
顾之忧。

“三夏”生产在全年农业生产活
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事关农业
特 别 是 粮 食 全 年 发 展 稳 定 大 局 。如
今，行走在许昌广阔的田野里，我们
满怀收获的喜悦，看到了农业生产方
式变革所带来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美好前景。

又是一年麦收时
——我市“三夏”生产见闻

本报记者武芳/文 乔利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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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穗卷起千层浪,又是一年丰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