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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时丰收时节保丰收节保丰收
——我市全力做好我市全力做好““三夏三夏””生产各项工作综述生产各项工作综述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武芳武芳

5 月 26 日，建安区陈曹乡高标准粮田内麦浪滚滚，麦香扑鼻，丰
收在望。

“保粮食能源安全”是“六稳”“六保”的一项重要内容，夺取夏粮
丰收，就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赢得了主动，对于稳住农
业基本盘，促进保供给、稳预期、增信心意义十分重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今年以来，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着力在促弱苗转壮、农资调度供应及病虫害防治、抗旱浇
水等方面下功夫。目前，全市小麦长势很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为确保“三夏”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三
夏”工作专班，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工作，及时分析解决
影响“三夏”工作的疫情防控、交通、气象、用油保障、农资供应保障等
问题，确保小麦适时收获，确保秋作物适时播种，夯实全年粮食生产
基础。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三夏”生产工作方案》，要求各
级各部门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工作，确保“三夏”生
产工作进度不受疫情影响；全市 352 万亩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以
上，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2%以内；种足种好秋作物，6 万亩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落实到地块，秋粮播种面积稳定在 330 万
亩以上；夏种作物做到“种子下地、管字上马”；不折不扣落实夏粮收
购各项重点任务。

各县（市、区）也成立了相应指挥机构，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及时
解决好“三夏”生产中的矛盾和问题。

此外，我市还坚持抗旱、防涝两手抓，提前做好物资和技术准备，
科学开展防灾、抗灾、救灾，组织 5 个“三夏”生产服务指导组分包 9 个
县（市、区）科学指导夏管。

风吹麦田千重浪，又到一年“三夏”时。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多点散发，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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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挑战。许昌是国家粮
食生产核心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三夏”工作
作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夏管及农作物
秸秆禁烧工作。

高度重视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我们早都准备好啦！每一颗螺丝都拧好，每一根轴承都注好
油。从过完年就攒着劲儿等割麦这一天了！”望着希望的田野，襄城
县库庄镇后聂村农机手高龙头，粗糙的大手轻抚麦穗，笑得合不拢
嘴，“你看，麦穗颗粒饱满，预估亩产千斤，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市“三夏”期间小麦 99%依靠机器收割，面对疫情防控等复杂
形势，农机部门积极克服疫情影响，科学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应急处
置方案，全力以赴备战“三夏”。

目前，全市已协议引进收割机 1200 多台，加上自有收割机 6682
台，能够保障全市小麦机收作业需求；与此同时，指导农机手对“三
夏”作业机械进行调试、检修、保养，联合收割机已基本检修一遍，培
训收割机手、拖拉机手、修理工 1300 多人；组织开展了机收减损技术
培训和“粮食机收减损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已发放小麦机收减损技
术要点宣传册 2000 多份；引导农机服务组织同村、镇签订作业协议、
对接机收供需，协议作业面积 270 万亩。5 个粮食主产县（市、区）依
托农机合作社各组建了 2 个农机化生产预备队，随时服从农机部门
调度，就地就近开展抢收。

我市做好市域内农机调度，每个村都明确专人负责农机手联络
服务工作，确保供需对接达到 100%，做到麦有机收、机有活干、不漏
一块田。尤其是针对长葛市疫情防控形势，我市制定调度方案，根据
机收进度，及时调动鄢陵县、建安区农机支援长葛市开展机收作业。

我市开设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转运农机和自走式农机实行优
先查验、优先放行；对持有“两码两证”的农机作业人员，允许农机通
行和下田作业。在高速公路口、加油站、县域交叉口等设立固定核酸
采样点，在乡村设立流动核酸采样点，为跨区作业人员提供免费、及
时的“抗原+核酸”服务，确保作业人员每 2 天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对
核酸检测结果超过 48 小时的，实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确保
疫情防控大局稳定、“三夏”生产有序推进。

此外，我市还开展机收减损宣传、技术培训活动，引导农机手牢
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深挖机收减损潜力，
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要控制在 2%以内；持续推广小麦秸秆机械化粉
碎还田、秸秆打捆综合利用等技术，控制好小麦留茬高度，降低焚烧
隐患。

“我们还将利用农业农村部‘农机直通车’系统、省气象服务中心
应急短信平台、微信群等渠道，及时向农机手发布机收动态、机械供
求、天气预警等信息，引导机械有序流动。发挥‘三夏’农机应急抢修
服务队的作用，帮助农机手及时排除故障，提升作业效率。”市农业机
械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夏”生产事关农业发展质量，事
关安全稳定大局，事关许昌对外形象。
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立足部门职能，合
力打赢“三夏”生产攻坚战。

市农业农村局为高效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三夏”生产工作，坚决打赢夺
夏粮丰收这场硬仗，努力把“丰收在望”
变成“丰收在手”，组织局领导分包县

（市、区）开展“三夏”生产服务指导，主
要指导各县（市、区）提前做好机收准
备，精准对接机收供需，强化机收节粮
减损，实现颗粒归仓；抢时抢墒抓好夏
种，落实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任务，及时
开展夏管；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力争实
现“三夏”秸秆禁烧零火点，全力做好麦
收期间防火工作，加强麦收防火宣传，
增强安全意识，严防火灾。

市气象局成立了“三夏”气象服务
领导小组和“三夏”天气预报发布技术
小组，增加天气预报会商次数，天气雷
达连续开机，风云气象卫星等气象监测
设备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提高对流性天
气预报能力和水平；延长天气预报发布
实效，在“三夏”期间滚动发布未来五天
天气预报。

市供销社结合前期深入农户和田
间地头调查结果和农民“三夏”需求特
点，积极组织适销对路产品。截至目
前，全系统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的前提
下，累计购进各类优质化肥 3.6 万吨、农
药 115吨、农膜 58吨、种子 2400 吨等，基

本达到了货源足、品种全，为守好“三
夏”农资供应主战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充分发挥供销社系统网络资源优势，结
合疫情开展“线上线下”经营模式，统一
配送，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质量，
统一服务，把农资商品直接配送到村，
供应到户，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
本。同时，要求农资经营部门严把诚信
关、进货源头关、商品质量关、销售价格
关、售后服务关，不随意涨价，不哄抬物
价，不经营假劣农资商品，不损害农民
利益，确保“供销农资、放心农资、绿色
农资”的良好品牌形象。

为确保“三夏”期间我市境内农机
和农用车能及时加到油品，中石化许昌
分公司在靠近农村麦收区域的国道、省
道沿线、城郊及农村，设立 44 座“三夏”
农机专供加油站，开辟绿色通道，实行
24 小时营业，全力服务好“三夏”生产。

“三夏”农机专供加油站的柴油在国家
规定最高零售价格基础上优惠供应，每
升至少优惠 0.2 元。中石化许昌分公司
成立送油小分队，重点对位置偏僻、远
离加油站的麦收现场，送油到田间地
头；对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有储存设备
的农业用油大户，提供送油上门服务。
中石化许昌分公司通过“河南石油”微
信平台“三夏”服务专栏，为农机手提供
农机专供站网点查询及“三夏”专项政
策查询等服务；定制 700 份以饮用水、
口罩、洗漱用品为主的“三夏爱心大礼

包 ”，免 费 赠 送 给 农 机
手。

我市目前已完成腾
仓备库，据统计，今年全
市可参与夏粮收购的标
准仓容为 80 万吨以上，
可满足夏粮收购需要；准
备收购资金 20 亿元；已培
训检化验、收购保管等专业
人员 600 余人次；准备各类收
购设备、食品卫生监测设备 1600
余台。根据粮食市场变化情况，
今年夏粮收购将以市场化收购为主，
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将坚决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
政策及质价标准，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
市收购，强化粮食收购管理和服务，让
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暖心粮”，切
实保护农民利益。

秸秆禁烧依然是“三夏”工作的重
头戏。我市将坚持严的标准、保持紧的
态势，人防技防相结合，确保“零火点”；
继续加大对秸秆禁烧的处罚力度，对工
作不力的地方和个人，严格执行工作约
谈、经济处罚、行政处罚、实时通报等措
施；对全市“第一把火”，除了予以扣减
财力 50 万元外，将约谈县（市、区）政府
领 导 、乡（镇 、街 道）党 政 主 要 负 责 同
志。对发生两起及以上火点的县（市、
区），对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进行约
谈。

备足农机
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凝聚合力
全力保障“三夏”生产顺利进行

麦浪滚滚，麦香阵阵。时下，许昌已经迎来
“三夏”大忙。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必需
品，是必可不少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是“国之
大者”，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河南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是国家明确的
粮食生产核心区。作为核心区重要组成部分，许
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肩负重任、责无旁贷。
尤其是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奋力夺
取今年夏粮丰产丰收，更是许昌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的作为与担当。

由于部分农民无法返乡，夏粮收割遇到一定
困难……受当前疫情影响，许昌今年“三夏”生产
遭遇“特殊情况”。对此，我市采取了一系列针对
性措施——加强农机调度保障，开辟农机转运绿
色通道，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用好“联乡帮村”机
制，发挥志愿服务作用，成立应急农机抢收队，开
展代收代种代管服务，确保夏粮不漏收、不少收、
应收尽收。

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农时不宜迟。目前，全
市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粮食一天不到手，
工作一天不放松。越是到关键时刻，我们越要扛
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面加强“三夏”生产
的组织领导，想方设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全力以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手”，为全国粮食安全
大局作出许昌贡献。

确保颗粒归仓
守护粮食安全

许言

“太感谢了！麦子都帮俺收完了！
俺都不用再作难了。”5 月 22 日，在襄城
县湛北乡李成功社区居民陈秀枝家中，
陈秀枝拉住村党支部书记赵卫星的手
激动地说。

陈秀枝今年 72 岁，家里种了 2 亩半
小麦，她有一个儿子在青岛务工。由于
疫情的影响，儿子无法返乡收麦。看着
成熟的麦子，她心急如焚。

在前段时间排查人员时，社区干部
注意到陈秀枝家的情况，目前家里只有
她一个人，收麦存在困难，于是在麦收
季来临时，“第一时间”帮她联系收割
机 ，5 月 22 日一上午就帮其收完了小
麦，下一步夏种的事儿也帮她计划好
了。陈秀枝紧锁的眉头一下舒展开。

“农家无闲月，五月人倍忙。”受当
前疫情等因素影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受阻、困难群众急需帮扶，为全市“三
夏”生产工作带来新挑战。

为此，5 月 25 日，市万人助企联乡
帮村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运
用联乡帮村机制切实做好“三夏”生产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联乡帮村
干部指导乡镇、村组全面摸清无法返乡
人员、困难群众底数，掌握夏粮收割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制订专项解决方案，
协调人员力量点对点开展帮扶，确保一
户一策、精准帮扶；积极调动联系点村

“两委”、驻村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
脱贫责任组、帮扶责任人等力量，全力
以赴帮助联系点协调麦收机械，坚决做
到“麦有机收、机有活干、不漏一块田”；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适播期无法播种的
农户，帮助协调通过农户间点对点助耕
助种、新型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社会化
服务组织帮耕帮种等方式，千方百计把
秋作物种下去。

市文明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布
了志愿服务倡议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筑防疫屏障、保颗粒归仓”“三夏”生产
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全市成立各类“三
夏”生产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困
难群众家中、秸秆禁烧执勤点，实地了
解群众需求，开展政策宣传、走访慰问、
生产帮扶、抢收抢种等志愿服务工作，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特别是对无
法返乡人员、困难群众，开展“一对一”
帮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我市将通过
志愿者的爱心，让无法返乡人员安心、
让困难群众放心。

贴心服务
确保疫情防控和夏收工作两不误

全力做好“三夏”农资供应

开辟联合收割机运输和通行绿色通道

农机手开展机收作业

积极腾仓备库，不断提升粮食科学收储能力

“三夏”
生 产 志 愿 服
务 队 帮 助 群
众收麦

我市小麦机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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