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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收割机给力

农机手技术更强

胶莱河北岸，驱车行驶在平度市 219 省道上，

道路旁的金色麦田耀眼夺目。车子拐进蓼兰镇安

子丘村，轰隆声在不远处回荡。寻声入田，大型收

割机正驰骋田野。土坡上，一名皮肤黝黑的老汉

站在一旁，紧盯着庞然大物来回移动。

老汉名叫楚振孔，今年 65 岁，种植小麦 30 多

亩。去年赶上秋汛，播种比往年稍晚，用种量增

加，老楚家购买的青丰 1 号和即墨 22 号小麦，每亩

地播种十四五斤，小麦出苗率 95%以上。

为提升种子品质，平度市依托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青丰种子公司，建成了山东省首家粮

食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省内首家超长

期种质资源库，每年安排上百个

小 麦 、玉 米 新 品 种 试 验 、示

范、筛选、推广，主要粮食

作 物 良 种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99%以上。

骄 阳 似 火 ，小 麦

联 合 收 割 机 马 不 停

蹄 。 就 在 前 几 天 ，

眼 瞅 着 麦 子 陆 续

进 入 蜡 黄 期 ，老

楚 赶 紧 联 系 农

机手上门作业，

片刻不敢耽误。

“市里专家告诉

俺，麦子长到九

成 就 割 ，能 多 收

一成哩！”

机 械 化 收 获

中 堵 塞 、粮 食 破 碎

率高、脱粒不干净是

造成粮食损失的重要

原 因 。 青 岛 市 农 业 农

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袁瑞

先说，今年，青岛市对高性

能小麦联合收割机补贴额提高

20%，鼓励农民更新设备。

针对成方连片大地块，平度市今年还引进了

切纵轴流系列小麦联合收获机 50 台。平度市农

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科科长陶跃顺说：“这类机具稳

定性好，速度快，对籽粒损伤小，不容易堵塞，作业

效率能提高 30%。”

除了提升机械设备，“人”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收割机风量，来减

少掉粒。”农机手陈广兵有 20 年收割经验，得空就

参加培训、钻研技术，在当地颇受欢迎，经他操作，

每亩地可减损 8—10 斤。

为全面提升农机手操作水平，山东今年组织

了 9 场大比武活动，平均损失率为 0.67%，同比降

低 0.2 个百分点。就在 6 月 12 日，陈广兵刚刚获得

山东省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青岛赛区冠军。

顾不得领奖，陈广兵便匆忙离开。“小麦要适

期收获，咱可不能给乡亲们耽误了。”他笑着说，

“最近起早贪黑，俺家的麦子还没来得及收呢！”

节粮减损相当于粮食增产，是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一块“无形良田”。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

径。”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加

强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的任务。

6 月中旬以来，传统农业大市山东青岛平度市开始夏收，当地干部群众将节粮减损各项

措施融入生产、储存、运输、加工的全过程。记者也沿着颗粒归仓的路径，一探究竟。

——编 者

农民院里有小仓
全市建有高级库

走进老楚的小院，房前屋后，麦香四溢。这段

日子，晒粮、储粮、卖粮，他起早贪黑，浑身是劲。

今天一大早，他又忙着归置自留粮。

“过去，家里的存储设施太简陋了，并且也不

太懂技术，难免浪费了粮食。不过现在不怕了。”

说到存粮食，老楚嘴一咧，来到院子的一个角落，

只见一宽口径蓝色金属桶，柱体尖顶，一米半高，

多个柱形钢板嵌套堆叠，不用时可拆分收纳。“有

这政府配的小粮仓，麦子放一年没问题。”

前两年，平度市试水农户科学储粮示范仓工

程，截至目前，共为 2 万余户农户配置了示范仓。

平度市发改局粮食和物资储备科科长王铖说，这

些示范仓每年大约可以节省 802 吨粮食，“相当于

再造了 800 多亩良田。”

装好自留粮，老楚就忙着

出门打听粮价。今年行情

不错，他得提前行动。

在蓼兰镇的丰

霖 粮 贸 有 限 公

司 粮 食 收 购

场 地 内 ，小

麦卸车后，经水分仪取样化验，水分符合 12.5%
以下，随即通过传送机进入仓库。如果水分超

标 ，则 进 入 旁 侧 的 两 座 高 塔 之 中 。“这是粮食烘

干塔，经过烘干的小麦，能长时间保存，不容易发

芽发霉。”丰霖粮贸公司负责人彭松宇说，一大一

小两座塔，累计享受农机补贴近 20 万元，可容纳

近 300 吨小麦，玉米可装 270 多吨。

平度市发改局四级调研员董文辉说，近年来，

市粮食储备库积极开展低温绿色储粮，建了 5 万

吨的高大平房仓，不少民营加工企业争相效仿。

目前全市有 30 万吨高大平房仓，占全市粮食仓储

库容的七至八成。

“ 影 响 粮 食 存 储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温 湿 度 和 虫

害。”董文辉说，平房仓密封性好，可以防鼠。为控

制温湿度，高大平房仓一方面用轴流风机从粮堆

上部吸出空气，另一方面采用人工深翻起垄粮面，

缓慢降温散湿。

“最近，夏粮刚入库，温度高，要进行机械通

风，确保空气在粮堆中竖向流通，均衡仓内小麦

粮温、水分，降低粮食损耗，促进小麦后熟。”王

铖说，粮储库后期还要进行环流熏蒸杀虫，可实

现基本没有虫害。目前，粮食

仅 在 通 风 环 节 有 自

然 损 耗 ，控 制 在

2‰ 以 下 ，最

长 可 保 存

4 年。

运粮车辆在升级
路网建设更完善

收粮时载重 35 吨，到加工厂却成了 34.5 吨，

一路运输，减重 500 公斤小麦。时隔多年，青岛

天祥食品集团金喜燕制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克

先记忆犹新。

粮食运输，水分流失、磅秤差异造成的损耗

均属正常。但若车辆遮挡不到位，极易从缝隙漏

粮。“以前来的粮食每车偶尔会少三五百公斤。”

冯克先说，为减少磅差，公司与物流公司签订合

同时，会提前约定 1‰的损失率，超出部分则由

物流公司承担，以此强化运输责任。

又到夏收时节，麦田内，收割机打开放粮管

道 ，对 准 运 粮 车 ，粮 食 倾 泻 而 出 ，尽 数 收 入 车

内。乡间坦途，运粮车川流不息，在农户、粮食

收购点、面粉加工厂、粮食储备库等场所之间往

来穿梭。

张增龙是青岛隆顺佳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

从事粮食运输已有 30 多年。临近中午，在平度

市大泽山镇一处围场内，4 辆大货车整装待发，

每辆载重 30 吨。

“咱要把粮食保质保量送到目的地，设备也

得升级。”张增龙指了指其中 2 辆车说，这是 3 年

前公司购入的箱式一体运粮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密闭性更好，不易漏粮，“现在面粉厂多为自卸场

地，箱式一体运粮车可以从车尾小门后翻倾倒，

干净方便。”

集装箱则更适合远距离运输。“我们销往广

东、福建的粮食主要是集装箱海路运输，不仅能

防潮、减少浪费，而且运输成本低。”彭松宇说，集

装箱直达青岛港码头或者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利

用码头装卸设备直接吊装，无需换箱，能够有效

减少浪费。

平度市交通运输局物流业发展中心负责

人迟忠平说，在粮食运输过程中，损耗

最 多 的 环 节 在 农 村 ，农 村 点 多 面

广，因此要大力提升农村粮食

物流网络保障水平，建设

“四好农村路”。

迟 忠 平 介 绍 ，

“十三五”期间，平度

市提升改善农村公

路 1194 公 里 ，到

2021年底，农村公

路中等路以上比例

达到 77.67%，县乡

公路三级路以上比

例达到 54.2%。

小麦入库全封闭
精细加工靠分级

傍晚时分，金喜燕公司内，运粮车络绎不

绝。新麦上市，也是加工厂最忙的时候。

一辆运粮车徐徐停下，工作人员从车

上取出部分小麦样品放入仪器。等上 30
秒，在水分、杂质、不完善粒、面筋、低温等

指标显示合格后，运粮车进入卸粮区。

车厢后翻、粮食倾斜而下流入地笼、

刮板自动将小麦收入斗内……“从进入粮

仓 开 始 ，小 麦 便 在 封 闭 的 生 产 环 境 内 流

动。”冯克先说，面粉加工时，每个楼层各有

分工，彼此用管道贯通，粮

食加工前，通过输送管

道出仓、配粮，再运

送至生产车间，全

程密封运行。

进入面粉加工车间，轰鸣声不断，磨粉机正自

动有序运转。细看车间，屋顶垂下上百条管道，直

通磨粉机，透明玻璃罩内，不同规格的小麦正被分

别加工。

原来，为提高小麦利用率，要先将小麦按比重

分级，饱满度高的小麦就用来制粉，生产民用为主

的前路粉和中路粉；饱满度低的小麦和运输过程

中破碎的小麦，经过层层筛选，可做等级低的后路

粉，用于饲料。

除了对麦粒进行筛选，加工时，清粉和磨粉

还要分级。“以前，一粒小麦用的没有扔的多，现

在 轻 研 细 磨 ，小 麦 层 层 剥 离 ，每 层 都 有 价 值 。”

金喜燕公司工程师盛中华说，靠着轻研细磨冷加

工，小麦的出粉率从过去的 70%左右提升到如今

的 78%左右。

“节粮减损就等于增产增收，直接关系公司收

益。”冯克先说，“现在公司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三年

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持续提升小麦利用率，节粮

减损已经成为我们公 司 提 质

增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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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丰收成定局，并不等于丰收到手，机收

成为颗粒归仓的“最后一公里”。如果说夺取夏

粮丰收、实现颗粒归仓是一张网，那么，机收和

机收减损就是这张网的收拢缆绳。机收减损就

是机收增收，全面扎实推进机收和机收减损，就

可以把丰收基础夯得更实更牢。

截至 6月 21日，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

机收已收获 3.01 亿亩，收获进度达 99.2%。60 多

万台联合收割机、80多万名专业收割机手奋战在

麦收一线，收获机械化率超过 98%，为将“丰收在

田”转化为“丰收在手”提供了机械化硬核力量。

这个硬核，在于丰收链上提效率、促增产。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丰收链条上，机收

减损是关键一环。机收减损既是丰收的效率，

又是丰收的增产。

机收就是效率。过去，农民种田，汗流浃

背，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机械化耕作，耕种

收一体化、智慧化作业。今年，麦收连续 13 天日

机收面积超过 1000 万亩，进度过半时间比去年

提前 2 天，做到了适收即收。

减损就是增产。据测算，小麦机收环节损

失率平均降低 1 个百分点，全国可挽回粮食机收

环节损失 25 亿斤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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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于作业质量行业标准。

这个硬核，在于现代化上优供给、提质量。

向机收要减损，现代化农机供应是基础。

既要保障优质农机供应，又要提高机收减损智

慧化水平，让现代化农机为颗粒归仓增添动力。

高标准农机具供给，机收减损有底气。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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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机信息化、智能化，机收减损有优势。智

能化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在今年夏收中大显身

手。如果人工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损伤率要

在 3%左右，原因就是拐弯处机手判断不精准，车

轮会碾轧麦秆，造成麦粒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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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硬核，在于组织化上优服务、强支撑。

组织化是机收减损的关键支撑，需要统筹

兼顾，在机制和体制上不断创新，推动粮食生产

效率跃升。

提高农机手收获技能，为联合收割机提供

优质服务，机收减损有支撑。今年夏收，国家加

大对联合收割机加快更新换代频率，小麦机收

减损培训指导对所有持证机手全覆盖，保障联

合收割机及相关运输车辆免费优先通行 45 万车

次，累计免收通行费 1.0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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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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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覆盖了所有粮食主产乡镇。

大国粮仓稳，丰收基础牢。丰收链上、现代

化上、组织化上，中国粮食的机收和机收减损，

坚定而沉稳地奋进在大路上。

把丰收基础夯得更实更牢
高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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