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经济 2021年 8月 6日 星期五1414

“我今年种了 8 亩小麦，增产又增收！”甘

肃省会宁县草滩镇断岘村粮农李玉娥脸上满

是喜悦。夏收前，会宁县在确定适宜收获时

间的同时，加强对农机作业前检查，开展减损

技术指导，全力降低小麦机收损失，颗粒归仓

多了一层保障。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

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今年夏收，各地在机收减损上挖掘潜力，

促进增产增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夏

粮产量达到 2916 亿斤，比 2020 年增加 59.3 亿

斤，单产、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政策、种子、

耕地、科技因素综合发力之外，夏粮丰收背后

还有一个“隐形英雄”，那就是机收减损。农

业农村部调度数据表明，今年夏粮主产区黄

淮海地区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2%以

内，较常年降低约 1 个百分点。

丰收链上促增产，机收
减损显身手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中间有好长的

一段路要走，机收减损的目标立足于“减损”。

丰收的链条上，机收减损是关键一环。

“自打今年测产，心里就挂念着这件事，

要通过机收减损，把麦子都收上来。”安徽省

涡阳县新兴镇新兴社区种粮大户张启军说。

今年“三夏”期间，农业农村部组织国家小麦

产业体系专家，对涡阳县 3 块小麦高产攻关田

进行实收测产。其中，张启军种植的“谷神麦

19”创下全省小麦实收测产的最高纪录，亩产

达 860.6 公斤！

摸清机收损失原因，才能有的放矢。

一直以来，农业农村部就高度重视机收

减 损 课 题 ，先 后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技 术 指 导 意

见。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开展了

大规模机收减损调查，召开专家和农机服务

组织、农机手座谈会，研究粮食作物机收损失

及原因。各地农机部门也开展相应调查，摸

清本地机收损失情况。

通过反复调研，农业农村部综合各方面

情况得出两个结论：其一，近年来，黄淮海地

区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在 3%左右；其二，机

收减损 1 个百分点，可挽回 25 亿斤粮食，相当

于新增 300 万亩面积的产量。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宋洪

远说：“在耕地面积增加有困难的形势下，必

须有的放矢提高机收减损效率。”

机收减损取得实质进展，科学减损是核心。

一方面，要科学选择时机。小麦、水稻最

佳收获期是蜡熟期或完熟前期，此时作物含

水率约 15%—25%，收获时损失最少。收获过

早易造成夹带损失，过晚则会加大落粒损耗。

另一方面，要科学避免“跑粮”。农机性

能优良、机手操作水平高，能有效避免漏割、

堵草、“跑粮”等情况。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小孟镇梁家村种粮大户刘明峰有自己的妙

招：收割机滚筒转速控制在 1100 转左右，适当

调整拨禾轮转速，可以减少掉粒损失。他感

慨，“一亩地少撒 10 斤，3000 亩地就是 3 万斤，

那是多大的产量啊！”

为了提高机收减损效率，今年，农业农村

部组织制定了《机播机收节粮减损情况分析

及工作措施》《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

意见》《2021 年粮食机收减损工作方案》，主产

区各级农机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及时下田入

户，指导机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

仁说：“通过机收减损，全省挽回小麦 3 亿斤。”

现代化上提质量，“开头
一公里”走得实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机收减损前提

是“机”，要走好优质农机供应“开头一公里”。

强机收减损基础，优质农机供应足。

“三夏”时节，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

塔山镇宋家岭村的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

机、插秧机、大拖拉机、秸秆打捆机轮番作业，

机器“吞吐”之间，一排排麦秆应声倒下，籽粒

从卸粮筒里倾泻而下，粉碎的秸秆被迅速压

缩打包。“联社每年机耕、机收作业面积有 3.6
万亩，拥有各类机械 266 台套，这是我们最大

的底气。”塔山镇吉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社

负责人王炳新说。

王炳新介绍，为了减少粮食机械化收获环

节的粮食抛撒损失，今年机收作业前，农业农

村部门组织农机技术专业人员对全镇的收割

机进行巡查指导，联系农机专家帮助农机手正

确调试检修机具，保证机具处于最佳状态。

机收减损，需要高标准农机具供给。现

行的农机具质量标准规定，全喂入式谷物收

割机的机收损失率不超过 1.2%。“农机生产企

业按照国家标准，在新机出厂检测中把控更

严，优质农机供应充足。”农业农村部农业机

械化总站研究员兰心敏说。今年，投入“三

夏”麦收的联合收割机超过 60 万台，农机总投

入量达到 1650 万台。

强机收减损功能，优质农机保障全。

为了省去晾晒、烘干环节，一些小农户更

愿意在小麦完全成熟后收获，一定程度上增

加 了 损 耗 。 对 此 ，吉 金 联 社 在 2018 年 筹 资

200 多万元采购智能粮食烘干设备 10 台，建

立粮食烘干中心，有效解决了晾晒问题，减少

粮食收获后的霉变损失，粮农更愿意在“九成

熟”时收获了。

无论是收割环节还是烘干环节，一台台高

效运转的农机装备，成为机收减损的可靠保

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张利庠说：“支持农民购置先进适用的农业机

械，有助于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

效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近年来，在农机购置补贴等扶持政策拉

动下，全国稻麦联合收割机已达到 160 万台，

新增机具以高效大喂入量机型为主，可以满

足夏收多样化需求。

强机收减损智慧化，优质农机添动力。

机收减损，需要借助互联网发挥农机信

息化、智能化优势。今年，天津旺达农机服务

合作社麦收时用上了智能化无人驾驶联合收

割机。“过去，人工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损伤

率 要 在 3%左 右 ，原 因 就 是 拐 弯 处 判 断 不 精

准，车轮会碾轧麦秆，造成麦粒损失。”合作社

负责人刘占义介绍，如今，通过提前测量、设

置好相关数据，实现了精准收获，拐弯处小麦

损伤率降低到 1%。

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71%。上半年，我国已出台新一轮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加强对粮食生产“开头一公

里”保障力度。政策明确各省份可选择部分

高端、复式、智能农机产品，提高补贴额测算

比例至 35%。

组织化上强支撑，“最后
一公里”收得牢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机收减损需要

在组织化上提高效率。

机收减损，需要提高农机手收获技能，提

高作业能力。

今年麦收前，农业农村部组织技术骨干

深入一线指导检修调整机具，协调提前备足

配件；开展机收减损实操技能培训，各地累计

培训农机手 49 万人次。同时，在 8 个小麦主

产省份组织全国粮食作物机收减损技能大比

武活动，在农机手之间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

机收减损，需要为联合收割机提供优质

服务，提升作业效率。

夏收期间，20多万台机具在冀鲁豫苏皖等

省份大范围流动作业，对组织调度、后勤保障等

提出了很高要求。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附近

省份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开来了 10多台农机抢收

小麦。农机手范海说：“我们持跨区作业证到指

定加油站加油，可以优惠 13%，明年还来。”

为了保障农机顺畅跨区转移，湖北省农业

农村部门早早向全国“麦客”发出邀约，加强与

各地公安、交通、气象、应急等部门沟通协调，

落实对跨区作业机车减免通行费的优惠政策。

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预警信息发

布中心新推出了“三夏”机收精准气象服务，

为广大农机手提供手机端精确到乡镇的分时

段机收适宜指数信息，帮助他们合理安排作

业时间。同时，还与交通部门共享信息数据，

落实优惠通行政策，累计减免跨区通行费约 1
亿元，40 万车次受益。

机收减损，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在机收服

务中发挥作用，增强保障能力。

“20 亩小麦，原本自己一周才能收完，有

了社会化服务，不到 4 小时就搞定，一亩地还

减少了 40 多斤损耗。”安徽凤台县丁集镇考庄

村村民考传书很惊喜。今年夏收，全县共有

216 个社会化服务组织投入 4000 多台联合收

割机参与。

农业生产托管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机收减损创造了组织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加强组织化保

障，确保机收‘最后一公里’收得牢，各类社会化

服务组织，成为机收减损的有力保障。”

目前，全国已有 19.4 万个农机社会化服

务组织，其中 7.5 万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全面

开展托管式、订单式、租赁式等服务，基本覆

盖了所有乡镇。

今年夏粮主产区黄淮海地区小麦机收损失率降低1%，相当于新增300万亩面积的产量

丰收背后有个“隐形英雄”
本报记者 高云才 郁静娴

核心阅读

今年夏收，黄淮海地区小麦
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2%以
内，较常年降低约 1个百分点，
可挽回 25亿斤粮食，相当于新
增300万亩面积的产量。

通过走好“开头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增加优质农机供
应，提高机收组织服务效率，今
年降低机收损耗效果显著，有力
助推了粮食增产增收。

■经济聚焦R

前阵子，早稻迎来成熟期，赣南大地一片

金黄。“隆隆隆……”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兴国

县江背镇华坪村，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午后

乡村的宁静。抬眼一望，只见收割机在田间

时进时退，忽快忽慢，金黄的稻谷被机器“吞”

进肚里。此时，兴国丰顺种养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邱军正在不远处，指挥车辆停在指定位

置，等候载粮。

“80 后”邱军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前

两年，他毅然回到农村，成立合作社，通过土

地流转，加大机械投入，开展水稻规模化种

植，成为一名“新农人”。

赣南多丘陵，“在这种土地上进行机械化

操作，只能使用小农机。”曾经，邱军也尝试过

大型农机，却发现“吃不消也不适合”。“太大

的农机，不好开进咱们这地方，而且耗材贵，

要经常换橡胶带，整体成本太高。”

往年，邱军最多也就流转 150 亩地。去

年搞高标准农田建设，小农机直接开到田间

地头，操作方便、节省人工，能适应本地耕作

条件，“种田也有新希望了！”今年他一口气流

转了 1000 多亩地。

两台收割机在田间忙个不停。“别小看它

们 ，四 个 人 轮 流 开 ，加 紧 点 干 ，一 个 月 能 收

完！”而购买这样的农机，一台 11 万元左右，

当地政府最高补贴 4 万元，“能承担得起！而

且省油省力、故障率低。”

相比过去父辈们种粮食靠人工，邱军感

慨万千，“实在是轻松、高效多了，一个人可以

干几十个人的活，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而

且我们还加强对农机手的培训，通过采用最

佳速度、合理留茬等方式，收割过程中的粮食

损耗也更少了。”

如今，邱军的合作社拥有两台收割机、

两 台 翻 耕 机 、两 台 粉 碎 机 和 一 台 植 保 无 人

机 。 闲 暇 之 余 ，他 还 帮 助 镇 里 的 其 他 农 户

耕 种 、收 割 。“ 国 家 的 优 惠 政 策 越 来 越 多 ，

我 们 种 粮 的 劲 头 更 足 啦 ！”夕 阳 下 ，繁

忙 的 收 割 机 和 大 片 稻 田 交 织 成 一

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江西兴国县——

小农机上场帮大忙
本报记者 王 丹

一大早，两辆 3 米高的新型氢能源重型卡车停靠在了

天津荣程集团的加氢站。

它跟我们常见的重型卡车有什么区别？“简单说，新型

氢能源重卡动力系统搭载的是氢燃料电池技术，燃料电池

加注氢气后通过化学反应输出电流驱动车辆。它与汽油

车、柴油车相比，最大的优势是零排放、绿色环保。”荣程集

团技术顾问廖柏进忙着查看数据、调试新车。

对以钢铁为主业的荣程集团来说，货运环节的节能减

排降碳跟生产环节一样重要。

两年前，荣程集团发展多式联运，多条铁路专用线直接

进厂，可直达天津港，实现海铁联运。企业大宗物料铁路运

输比例从 16%提高到 80%，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幅减少了

扬尘污染和损耗。

今年，企业加大降碳力度，重点推进“煤（油）改氢”。以

厂区为一点，打造“一点两线”：原料端用氢能源卡车运铁矿

石，销售端用氢能源卡车运钢材。

采购车辆、建加氢站、储存能源，会给企业增加运营成

本，如何平衡降碳与增效？

“短期看，会增加成本，但同时也倒逼企业提质增效；长

远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我们提前布局，先行先试，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

展，对企业来说是利好。”荣程集团党委书记柴树满直言。

沿着加氢站往东走四五百米，是一片 600 亩的水塘。

夏天雨多，常有鱼儿跃出。让人意外的是，这里曾是一片废

弃的烧砖厂。荣程集团租下这里后，废坑慢慢蓄水，成了生

产水源。

“现在生产也不用这里的水了，几年前我们建了污水处

理厂，专门处理周边居民的生活废水用于生产。”柴树满说。

一片水源，折射的是发展理念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柴树满说，我们要让“绿

色”成为企业新的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荣程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主要排

放口污染物排放量在 2020 年实现超低排放的基础上，同比

下降 23.8%，吨钢污染物排放量同比下降 12.83%，吨钢碳排

放强度同比下降 6.7%。

天津荣程集团——

让“绿色”成为企业新竞争力
本报记者 龚相娟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青砖灰瓦，碧水凉亭。连日来，

群山环抱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利川市南坪乡天气凉爽，吸引

了一些附近游客。在南桥苑民宿，

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出示行程码，测

体温，查看核酸证明，叮嘱游客外出

佩戴口罩，一切有条不紊。“感谢银

行 帮 我 解 决 了 此 前 的 资 金 难 题 。

现在民宿每天收入 2000 余元，利润

在 800 元左右……”民宿老板陈发

付坦言。

2020 年 7 月起，利川启动“整村

授信”工作，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积

极介入贷款流程，将农户信息批量

共享给银行，银行集中评级授信。

所有在利川设立机构的银行均参与

“整村授信”工作，授信实行“一次评

价，多行通用，三年有效”，对农户提

供 10 万元以下，对产业大户、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30 万元以下的

无抵押信用授信额度。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恩 施 州 中 心 支

行行长常新介绍，全州人行系统将

“ 整 村 授 信 ”列 入“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民生项目清单，积极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业务指导，并为银行提供

再贷款、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等优惠

政策支持。

目前，“整村授信”已在恩施全

州所有乡镇铺开，州政府与部分省

直金融机构签订了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争取信贷资金 600 亿元，并

从部分银行选派 205 名信贷员作为

“金融村官”入驻行政村。

各村两委积极推荐“整村授信”

名单，收集授信对象的家庭、生产经

营等基础信息，形成农户和农村市

场主体“白名单”，交由银行统一调查、评级和授信。

银行根据“白名单”批量信息，变分散授信为集中授信，

提供“生猪养殖贷”“经营流量贷”“家庭房易贷”等多种个性

化信贷产品，匹配满足“白名单”内的多样化融资需求。对

符合条件的，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到村委会集中办贷。

利川市汪营镇团合村养牛大户陆玉洪说，通过“整村授

信”，去年下半年自己获得利川农商银行授信 8 万元，并提

取 5 万元资金，将肉牛养殖规模扩大到 40 头。还有 3 万元

额度，他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提取。

记者了解到，目前恩施全州农户还可利用手机银行进

行线上办贷，足不出户即可获取贷款。为积极预防资金风

险，村干部、信贷员通过微信群、院坝会等线上线下方式，动

态掌握借款人信用信息和资金用途，出现风险苗头及时告

知提醒。

目前，恩施全州“整村授信”涉及行政村 1974 个，覆盖

率达到 81.3%。授信农户数 20.6 万户，户均授信额度为 7.2
万元，用信农户 10.07 万户，用信率 48.9%。授信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4936 户、10.71 亿元，用信 2589 户、7.41 亿元，用信

率 52%。

“整村授信”既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效，又促进了乡村产

业发展。在茶产业特色村宣恩县伍家台村，通过实施“整村

授信”，全村新增“首贷户”以及授信额提高的茶农、小型茶

叶加工户、农家乐 40 余户，带动村里及周边农户 2000 多人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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