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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眼中的“三夏”

■本版图片由 记者 梁琨 鲍童 摄

■本报记者 梁琨 杜文闻

麦浪翻滚，金穗飘香。6月1日，在任城区土服农业园区，连片
的小麦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金黄。颗粒饱满的麦穗，把
麦秆压弯了腰。放眼望去，多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将
一簇簇麦穗吞进“肚”里，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丰
收的喜悦挂在农民脸上。

据农情数据调度显示，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566万余亩，
较去年增加6.3万亩。截止到6月1日，全市小麦已收割近两成。

连日来，微山县两城镇农机站站长辛仰坤往返于辖区的不同
地块，了解麦收进度。“看这收成，今年又是丰产丰收的一年啊。”说
着，辛仰坤抓起一把刚脱粒的小麦，将其中一个麦粒放进嘴里，品
尝着这丰收的滋味。

为给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自5月以来，我市农业农村局提
前谋划、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抓好网格化责任制包保，健全完善
市县乡村“三级帮包、四级联动”网格化服务体系，以行政村为基本
单元建成基础网格，配备相关包保人员、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技人
员等。并通过市、县、乡镇层层帮包方式，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
服务保障体系，强化“人、地、机”三个结合的快速反应机制。

农业机械在粮食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愈加关键。“三夏”生产前，
我市积极开展粮食机收减损等农机操作技能培训，其中农机手培
训达1.05万人次。同时，全面检修排除机具故障，检修农机具7.1
万台套，更换备用易损件、零配件15万余件。

为保障机收平稳有序，我市已开通15部小麦机收服务热线
24小时专人值守，及时解决群众和农机手作业中遇到的问题；设
立43个“接机服务站”，24小时专人值守，提供“一站式”服务；88
处优惠加油站点开辟绿色通道，油价在挂牌价的基础上优惠
5%。成立农机抢修服务队34个，配备抢修服务车辆69台、农机
维修技术人员176人；成立常态化机收应急作业队伍157支，落实
稻麦联合收割机1440台，保障有机可用、有人可用。

为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我市多次组织开展农机作业安全宣传
教育和警示教育，举办了全市农机事故应急演练活动，强化农机手
作业安全责任。并通过短信、微信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发送安全操
作、火灾预防等安全警示，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我们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每天奋战在田间地
头，将秸秆禁烧工作与日常巡查紧密结合，深入田间地头广泛宣传
巡逻，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和制止秸秆焚烧等行为。”济宁高新区接
庄街道接庄社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三夏”生产安全有序，他
们组织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当好“三夏”生产工作的宣传员、服务
员、巡逻员和调解员。

“滚筒上的螺丝都要用扳手紧一下，后视镜的角度
一定要看看调得是不是合适，还要检查线路，老化的线
路要及时更换。”近日，在嘉祥县仲山镇的一家农机合作
社内，农机专家正指导维修人员对农机具进行细致检
修、调试和保养，确保农机在“三夏”作业过程中能够保
持最佳状态。

为发挥好农机在“三夏”生产中的作用，嘉祥县农业
机械化服务中心在麦收前一个月就积极组织农机技术
人员对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截至
目前，全镇累计检修作业机械200余台，其中前往湖北、
河南、安徽等地跨区作业机械40余台。

在大张楼镇的一家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经过
检修后的新型收割机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前往安徽进行
跨区作业。“检查完后，跨区作业直接就能出发，下午往
安徽发15辆收割机，同时跟着一个服务队、两名维修人
员、一辆维修服务保障车，全力保障机收平稳运行。”嘉
祥县兆福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兆福介绍。

目前，嘉祥县已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365张，到河
南、安徽等地参加跨区机收服务的收割机达到200余
台。

除服务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外，“三夏”期间，
嘉祥农机服务中心设立了机具调度中心和作业服务站，
为农机手提供天气预报、市场信息、技术指导等服务，确
保全县小麦“成熟即收”，加速收获进度，保障小麦及时
收割、入库，为夏粮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我们提前制定‘三夏’农机化生产工作应急预案，
并依托农机合作社成立 15 支小麦机收应急服务队，对
全县1.1万余台拖拉机、2160 台小麦联合收割机、2710
台玉米播种机进行重点保养、维护、安装、调试，确保各
类作业农机具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嘉
祥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农机生产科副科长苏保涛介
绍。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超

“擦亮”农机战“三夏”

■本报记者 梁琨 鲍童
本报通讯员 刘娜

5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汶上县
苑庄镇道立合作社管理的地块时，合作社
理事长张虎正握着一把麦穗，与父亲张道
立在麦田里巡查。置身滚滚麦浪，爷俩你
一言我一语地拉着呱，细说着他们眼中的

“三夏”。
“过去，小满节气一过，大伙就开始到

田里种玉米，地里都是人。小麦收割的时
候，有些地段的玉米苗都长到小腿高了。”
张道立拽下一棵还有些青的麦穗，双手揉
搓，张开手掌吹去麦壳，把青色的麦粒一股
脑塞进了嘴里。“甜，真甜呀……”老张说，
麦粒在掌间揉搓时的踏实感和嚼在嘴里的
味道是他特别享受的。

张虎看着手里的麦子，接话说：“说实
在的，在麦穗上熟透的麦粒，品质还是最好
的。看这块田，芒种之后就能收。现如今
收割用不了那么多人力，玉米也不用提前
种了。麦子熟透了，机械开进麦场作业。
收完小麦，紧接着播种，咱的气吸式播种机
连着智能导航系统，播种的间距、宽幅，哪
怕是有没有下种，都能监控到，智能得很。”

加上眼前的这块方田，道立合作社管
理的地块已有2万亩之多。66岁的张道
立，自幼随父辈在土地里谋生计。20世纪
90年代末，他承包了200亩土地，在驻村
帮扶干部的帮助下种起了良种，靠着一步
步踏实发展，种植规模也从最初的200亩
发展到1500亩。2010年，张道立还获得
了“全国粮食生产大户标兵”荣誉称号。

2012年7月，张道立联合5户农户，注
册成立汶上县道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想带领周边群众一起搞良种繁育。最开始
几年，靠着老一辈对土地深沉的热爱，合作
社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但随着合作社规模
越来越大，田间管理的问题也渐渐凸显。

“小麦、玉米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且
农产品产量上不去、农民增收难。这些问
题，都需要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
农科技术来破解。”2013年，学集控专业的
张虎已在滨州热电厂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可当他看到父亲的心血深陷发展困境
时，23岁的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

辞去稳定的工作，回到父亲身边。
虽说是“粮二代”，可隔行如隔山。最

初回到村里时张虎也有些不适应，但靠着
年轻人勤奋好学的品质，他一边在地里实
践积累经验，一边在县农广校学习农业知
识，并积极外出学习先进合作社运行模式，
一步步地干出了名堂。

“前些年，张虎因为种地没少和我生
气。”张道立回忆说，当时张虎要买“无人
机”，张道立就觉得太过花哨。张虎就拿自
己攒的钱偷偷买了一台，等到实地用时，才
发现省时、省工、省水，还不破坏庄稼，也就
默认了张虎的选择。

这两年，张虎在田里建了一套“智能井
房+地埋式自动伸缩喷灌系统”，可实时监
测农田墒情、虫情等，也能结合配套设施，
通过手机远程浇水、施肥，大大节省人力，
还能实现智能科学管理。

“建这些花哨玩意儿钱不少花，最后能

多打几斤粮食？”看着儿子在地里鼓捣这
些新鲜玩意，老张要坐不住了。“咱包的地
越来越多，单靠人力和您那几样老家伙什，
把咱爷俩累趴下也干不完呀……”爷俩儿
动辄争得面红耳赤。

连续两年，张虎的“数字方田”比老爷
子悉心打理的常规农田，小麦亩产增加
100多斤，玉米增产200多斤，种粮综合成
本下降10%。账本面前，老头心里犯嘀
咕，嘴上却说不出话。

如今，他们管理的农田智慧化、机械化
程度越来越高，逐步实现了耕、种、管、收、
储、加、销一条龙立体服务，带动周边15个
村庄发展高效种植面积达到2万多亩，良种
繁育总产值在全国位居前列，为村里 300
余名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2019年，道
立合作社获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现在想想，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生产
也要与时俱进。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

技术快，肯扎根农村与土地打交道，对农业
发展是个好事。”张道立望着随风翻滚的金
黄麦浪，满是憧憬地说。

“没有您的支持，我哪敢这样‘肆无忌
惮’地尝试。走吧，咱爷俩再去看看演马村
的田！”听着父亲的夸赞，张虎的笑容里有
几分羞涩也有几分欣慰。他说，其实自己
是站在先辈的肩膀上。父辈对土地的执着
和热爱，积攒的宝贵耕种经验，还有为人处
世的和善心态、包容胸怀，是后辈永远都学
不完的。

眼下，张虎父子俩管理的麦子收割在
即，他们每天都要到田里转一转，查看麦子
的长势情况。所有的农用设备也都修缮一
新，为丰产丰收做好准备。

风吹麦浪，满地金黄。眼看小麦即将大规模收割，
全市215个烘干中心、519台烘干机已整装待发，为小麦
颗粒归仓保驾护航。

“我种了1000亩小麦，每到夏粮收购的时候就怕下
雨天，一下雨就会出现霉变、芽麦。自从有了这个烘干
塔，一天就烘了500吨，我的1000亩小麦一天就能烘
完，这种烘干塔真帮了我们大忙。”种粮大户刘井元说。

刘井元所说的烘干塔，指的是位于邹城市峄山镇粮
好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粮食烘干设备，这套设备也是鲁
西南运载批量最大的，日烘干能力可达1200吨。

以往，农民大多通过在马路边、晒场晾晒等方式降
低粮食中的水分。这种方式不仅易受天气影响，还存在
虫害鼠害损失大、粮食易受污染、晾晒场地不足等问题。

“现代化的烘干设备相当于给粮食烘干用上‘吹风机’，
不仅高效快捷，还能减少产后损失，提升粮食成色和品
质，是减少粮食产后灾后损失、确保粮食丰收到手的重
要手段。”济宁粮好农业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孙胜利说。

为保障粮食生产，峄山镇和市农机部门与济宁粮好
农业服务公司携手合作，建起粮食仓储烘干项目，可储
存原粮3万吨。

近年来，邹城市峄山镇聚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先
进生产技术推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创新实施“农户+
村集体+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专业化服务公司+新型职
业农民”五位一体的运营模式，组建13个村党组织领
办的合作社联盟，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集中流转土
地1万余亩，先后建成了粮好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峄粮生
态仓储项目，日烘干能力达到1700余吨，可储存原粮将
近5万吨，有效提升农业质量效益，进一步促进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孔祥波

给粮食烘干
用上“吹风机”

在曲阜市时庄街道小安村的田地里，村干部尹洪武
正驾驶着农用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的麦田里。村里其他

“两委”成员，则忙着帮村民把收割好的小麦打包装袋，
一车车运回到村民家里。这种集体农机作业的传统，在
小安村已延续了多年。

“我们村2016年创办了集体农机合作社，始终坚持
集体农机作业，为村民提供低于市场价一半的服务。去
年村里更新了农机具，村‘两委’成员齐上阵，保证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三夏’‘三秋’机收机耕机种工作。”时庄
街道小安村党支部书记尹洪元说道。“三夏”为村民收割
小麦，“三秋”为村民秸秆还田，在小安村，一条龙的服务
方式既是传统，也是服务于民的精准体现。

“现如今，孩子们都在城里工作生活，农忙时也不一
定有时间回来。这些粮食从种到收，多亏了村里的干
部，让我们少操心、少出力，还少花钱。”小安村村民尹大
爷说。据统计，仅2023年，小安村的集体农机作业方式
就为全村村民节省了9万余元。

“目前，我们合作社有收割机4台、农用拖拉机7
台。在满足我们村耕种需求的同时，还能对外提供作业
服务。”尹洪元介绍道。集体农机合作社的成立，为村民
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了近3万元
的收入。

集体农机作业期间，所有村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和
壮大合作社，努力在强农富农上下功夫，持续推进村里
集体经济发展，让群众搭上致富快车，共享发展红利。”
尹洪元说。 记者 鲍童 通讯员 张妍

集体农机作业忙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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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情数据调度显示，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

566万余亩，较去年增加6.3万亩。截止到6月1日，全

市小麦已收割近两成。

◆ 开通了24小时专人值守服务热线

◆ 成立机收作业队伍157支

◆ 落实收割机1440台、粮食烘干设备 519台

◆ 培训农机手1.05万人次

田间测产

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