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时省力 土里“刨金”有诀窍

▶良田良技 丰产丰收有支撑

▶安心舒心 端稳饭碗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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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0月 9日，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
镇，一位村民正在查看玉米收成

②10月 9日，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
镇，多台收割机在种粮大户赵保献承包
的田地里收割玉米、大豆。

③10月 9日，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
镇，农机手正在收割玉米。

① ②
③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的战略产业。在我们这样
一个人口大国，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

丰收时节，秋高气爽，建安区五女
店镇彭姚村的玉米田遍地金黄。

“玉米收割全程机械化，收获后直
接晾晒或烘干入库，确保颗粒归仓。”
10 月 12 日，在彭姚村标准化生产示范
区，农机手苏大凯熟练地操作着收割
机。一排排玉米棒被收割机吞入“腹”
中，不一会儿，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倾泻
而出，将运输车装得满满当当。

苏大凯是许昌市建安区保献农机
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2016 年在赵保
献的动员下带机入社。除干完自家的
农活儿外，苏大凯还可在合作社揽活
儿，每年收入超过 15万元。

“ 农 机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赵 保 献

说，该合作社不仅满足了社员种地需
求，而且作业服务范围涉及建安区及
邻县，每年累计作业面积近 10 万亩，成
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不少
社员也成为种粮大户，走上了新型职
业农民的道路。

“谚语说‘货卖堆山’。我们合作
社的粮食根本不愁卖，都是老客户来
收粮。社员不愁种子、不愁销路，只管
种地，其他事情都可以放心做‘甩手掌
柜’！”赵保献兴奋地说。

据记者了解，全市共有农民合作
社 6923 家，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达到 94 家，且正在向数量增长与质
量提升并重、产销一体化经营、多要素

合作方向转变。
地里变化大，地外也有“新鲜事”。
谭菲介绍，为缓解农民购买农机具

的资金困难问题，近 3年来，我市共争取
和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2370 万元。
其中，今年争取补贴资金 5607 万元，是
历年来最高的一年，受益农户 4501户。

规模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一
旦有个天灾，投入会不会打水漂儿？
看着手中的地越来越多，赵保献的心
里也曾有“疙瘩”。后来，政策性农业
保险让赵保献安了心。赵保献说：“政
府免费给入上保险以后，咱种地没有
后顾之忧，就更有底气。”

种地有甜头儿，赵保献的儿子赵

银奇大学毕业后也从城里返乡务农，
帮着管理合作社。“惠农政策好，种粮
有奔头。”担任“种粮管家”的赵银奇，
信心满满。

应农时、忙农事、享丰年。目前，
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675 万亩左
右，总产量连续 10 年稳定在 280 万吨
以上。靠着种粮，在广袤的田野间，越
来越多像赵保献这样的新农人，种出
了幸福新生活。

“总书记说：‘必须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微风吹来，赵保献站在
地头，看向田间，满怀希冀，“这是一片
充满希望的田野，更是一片大有可为
的土地！”

目前，全市粮食种植面

积 稳 定 在 675 万 亩

左右，总产量连续 10
年稳定在 280 万吨
以上

全 市 机 播 面 积 稳 定 在

600 万亩左右，农机

总动力达到 409万千
瓦，耕种收综合机械率

达到91.52%

全 市 共 有 农 民 合 作 社

6923家，市级以上农
民 合 作 社 示 范 社 达 到

94 家，且正在向数量
增长与质量提升并重、
产销一体化经营、多要
素合作方向转变

逐
梦
沃
野
种
出
美
好
﹃
丰
﹄
景

玉米金黄，大豆“摇铃”，一幅丰收画

卷正在田间地头徐徐展开。

10 月 12 日，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收割机在田

野间来回穿梭。玉米的香味儿飘进种粮大户

赵保献的鼻子里，站在地边的他露出满足的

微笑。

年过花甲的老赵很享受眼前的美景。他

随手掰下一根玉米棒细细端详着说：“一排

有 37 颗玉米粒，从这排数起共有 16 排，亩

产 500公斤肯定没问题，又是一个丰收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的组成

部分，许昌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认真

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决扛稳扛牢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越来越多的“赵保献”，积极投身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日子越过越红火，描绘

出千里沃野新图景。

今年 61 岁的赵保献跟土地打了大
半辈子交道。他退伍回村后，曾卖过
馒头，收过粮食，但眼睛始终离不开这
片土地。

对于种粮的辛苦，老赵心里记得
很清楚：“以前起早贪黑拿镰刀割麦
子，一天顶多收一亩地。那时路不好，
我还记得拉着板车运麦子，拉到半路
翻了车，真是又累又委屈。如今种粮
是越种越有甜头儿了，国家政策好，机
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之前连想都
不敢想的。”

赵保献说，2004 年前后，他看到
周边乡村青壮劳力都进城务工，留守
老人想种地却力不从心。对于种粮的
账，赵保献有了新想法：种几亩地，

产量仅够一家人的口粮，要种就种大
面积的，搞规模化种植，或许是一条
别样的致富路子。

2004 年，赵保献承包了 45 亩地，
拉 开 了 搞 规 模 化 种 植 的 序 幕 。 2006
年，他的种地面积扩大到 1000 余亩，当
年收入就超过了 10 万元。随后，赵保
献更是“大胆”拿出全部积蓄增加投
入。如今，赵保献共签订了 2000 多亩
土地流转协议，成了名副其实的“种粮
大户”。

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管理怎样
才能跟得上？

“机械化耍的就是农机具，啥能提
高 农 业 耕 种 效 率 ，咱 就 是 贷 款 也 要
买！”赵保献说，“作为种粮大户，要想

在土里‘刨金’，必须依靠机械，科学种
田。”

平时家人说给他买件衣服，赵保
献听了就摇头，但对农业设备的投入，
他分外“奢侈”：这些年来，先后购置了
玉米收获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自
走式喷杆喷药机、卷盘自动喷灌机、无
人机等农机具 30 多台（套），累计投资
超过 300 万元。2009 年，赵保献成立
了建安区保献农机专业合作社。

“一台无人机能顶 10 多个劳力，
2000 亩地用不了两天就能完成打药，
而且喷洒均匀；一台卷盘自动喷灌机
一天能浇 50 亩地，可代替二三十名工
人……”提起这些种粮“利器”，赵保献
如数家珍、一脸自豪。

和赵保献一样感受到农业现代化
好处的，不仅仅有种粮大户，还有许多
普通的种粮群众。

“农机给力，种地省力。”今年 59 岁
的建安区陈曹乡后孙汪村村民张新民
说，现在种地“省时省力”，一个人就能
把家里的十几亩地照顾好。

农机成为“好帮手”，颗粒归仓
促 增 收 。 市 农 机 发 展 中 心 生 产 服 务
科 科 长 谭 菲 介 绍 ， 目 前 ， 全 市 机 播
面积稳定在 600 万亩左右，农机总动
力达到 409 万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
率 达 到 91.52%， 农 业 机 械 化 在 持 续
增 强 全 市 农 业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 支 撑
引 领 农 业 现 代 化 中 发 挥 着 越 来 越 重
要的作用。

这 两 天 ，赵 保 献 的 心 情 格 外 好 。
秋粮丰收稳操胜券，依靠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新技术，使每寸土地进一
步提高了“含金量”。

“ 玉 米 基 本 不 减 产 ，增 加 一 茬 儿
豆，复合种植让咱种粮人有赚头！”赵
保献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以前一
亩地收获玉米约 650 公斤，现在每亩地
收获玉米 500 公斤以上、大豆 100 公斤
以上 ，按照今年的价格 ，每亩地增加
300元收入没问题。

科技助农，土地生金。在赵保献

承包的地头边，竖着一块“建安区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的介绍
展板。展板上，市、区两级农业专家服
务团的名字格外醒目。

对于赵保献来说，农技专家到地
里查看，早已不是新鲜事。也正因为
有了农技专家的技术指导，赵保献才
能抵御风险，获得高收益。他说：“今
年受台风影响，咱河南不少玉米得了
南方锈病。我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时候，咱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就打电话
提醒了。”

科技进地、稳粮增收，是赵保献的
心声，更是全市的共识。

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
旱能浇、涝能排，在位于建安区陈曹乡
尚庄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种了一
辈子地的尚水旺，做梦都想不到这片

“靠天吃饭”的内涝盐碱地，变成了“旱
涝保收”的大粮仓。尚水旺说：“就拿种
小麦来说，以前好年景每亩产量也不
到 400公斤，现在能达到 550公斤。”

“种地不信科学不行，要想高产，
还得靠科学技术。”建安区农技中心

高 级 农 艺 师 李 保 明 介 绍 ， 该 中 心 服
务 团 队 常 年 深 入 地 头 直 连 农 户 ， 从
新 技 术 培 训 到 新 品 种 推 广 ， 更 精 准
地 聚 焦 产 业 需 求 、 农 民 需 要 ， 让

“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接通广袤农田
的“地气”。

流转土地 500 多亩，建安区陈曹乡
种粮大户万子荣算是种粮的“老把式”
了。“人不亏地，地定不亏人。”万子荣
说，“作为一名种粮大户，我将持续立
足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多种粮、
种好粮。”

10 月 9 日，
赵 保 献 在 田 间
介绍秋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