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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黄渤海之滨，世界

目光齐聚大连。

6 月 25 日至 27 日，以“未来增

长的新前沿”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

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

沃斯论坛），将在辽宁省大连市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时隔 5 年，

夏季达沃斯论坛重回辽宁，第八次

在大连举办。

届时，来自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600 余 名 政 、商 、学 、媒 体 界 代

表，将围绕“全球新经济”“中国和

世界”“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家精

神”“产业新前沿”“对人进行投资”

“气候、自然与能源的相互联系”等

六大方向进行探讨，为激发世界经

济发展新动能献计献策。

全力以赴筹备盛会，
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

大 连 周 水 子 国 际 机 场 贵 宾 厅

内，梅兰竹菊等元素组合成的植物

景观、对称摆放的巨大瓷器花瓶呈

现出浓郁的中国风；地铁 2 号线会

议中心站内，分别以“大连发展”和

“达沃斯时刻”为主题的图文长廊

展 现 着 大 连 与 达 沃 斯 的“ 双 向 奔

赴”……走在大连的大街小巷，迎

接论坛的主题元素随处可见。

为承办好本届论坛，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部际协调小

组和世界经济论坛指导下，辽宁省

成立夏季达沃斯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大连市成立筹备委员会，举全省

全市之力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国际

盛会。

节能降碳是本届论坛的热点议

题。大连市坚持绿色办会、节俭办

会 理 念 ，提 高 筹 办 工 作 的“ 含 绿

量”。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协调办

公室工作人员王兆宝介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采取“绿证”交

易的方式实现场馆 100%“绿电”供应。空调系统采用“海水源热泵”

技术，通过海水进行制冷换热，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电力。在

保证论坛设计风格、保持高水准筹备工作基础上，对往届家具及场

馆现存家具能用尽用，家具修缮部分占全部家具数量的 1/3。
以文化为媒、深化人文交流是筹办工作的一大特点。在大连

杂技团的排练大厅里，演员们正为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紧张

排练。“文化晚宴的节目策划和排练 4 月份启动，演员们每天都在

加班加点练习。”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荣荣说。

与国内 61 个口岸建立通关联系机制；强化餐饮住宿、场馆设

施、交通组织等服务保障工作；招募培训 600 余名志愿者提供服

务……目前，本届论坛安全保卫、城市管理、交通保障、医疗保障

等方面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力求以细致、周到、贴心的服务喜

迎八方来客。

“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大连，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大连诚邀

海内外各界宾朋共赴夏季达沃斯、共话合作发展、共谋美好未来。”

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绍旺说。

搭建对话交流平台，共谋开放合作发展

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气候变化、粮食

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本届夏季达沃

斯论坛的举办备受关注。

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负责人陈黎明说，如今国际社会面临复杂

形势，更需要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交流与对话平台，为各方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合作与解决问题架起桥梁。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各国应同舟共

济、共谋发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联席主席、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董事长布西·玛布扎说。

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国—东盟

自贸区 3.0 版谈判，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面对逆全球化挑战，中国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同各方的贸

易投资合作，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持续为全球发

展注入新动力。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 1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1764 家，

同比增长 17.4%。本届论坛上，中国将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

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表示，中国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这对世界意味着更多机

遇，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

本届论坛上，“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的议题将继续

备受瞩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司长潘江表示，本届论坛将让

更多人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展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坚定步伐。希望通过夏季达沃斯这个平台吸引更多外资企业

深耕中国市场，与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

挖掘未来增长的新前沿，探寻全球
经济复苏之道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论坛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陈

黎明表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本届论坛将汇聚各方共

识，围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能源转型等重要领域，推

动世界经济稳步迈向更加平等、更可持续和更有韧性的未来。

——创新驱动，让科技创新惠及全球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生物

工程等前沿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加速推动产业变革，创造社会福

祉。”新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金星认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广大企业要加强创新实践，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产业数字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方面。平台和行业龙头企业

要开放数字化资源能力，帮助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

型。”汇通达网络股份公司总裁徐秀贤表示，公司为乡村门店研发

了一体化的电商解决方案，让乡村门店经营管理更智能。

——绿色引领，共建美丽清洁的世界。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广大企业要以绿色转型为驱

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表示，目前，公司

依托在风机、储能、动力电池、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的领先技术，携手越

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推动能源低碳转型、低碳工业和绿色科技发展。

——互学互鉴、深化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夏季达沃斯论坛构建了国际交往的高端平台，政产学研各方

将借助论坛交换信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达成更广泛、更深层次

的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找到更多方法与路径。”春华资本集团创

始人、董事长胡祖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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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田野，金穗飘香。每年夏收时节，

开着收割机，由南到北跨区作业的农机手，

被人们叫作麦客。

今年夏收季，记者跟随湖北麦客蔡华和

李辉跨越 1200 多公里，记录一段一路向北、

追逐丰收的旅程。

5月 23日，湖北襄阳南漳县武安镇

农机：装了北斗导航，
智能化程度高

收完一茬麦子，蔡华才腾出空来喝口水。

驾驶室开着空调，比外面凉爽。“以前只

能安个小风扇，夏天根本待不住。”蔡华一边

说，一边点击屏幕调整参数，“机器装了北斗

导航，选智能模式，屏幕上就能自动生成作

业路线图，收了多少亩麦子，一目了然。”蔡

华介绍，有了它，不用再拿着尺子量地；和农

户算面积时，也少了许多扯皮事儿。

在蔡华记忆中，最早的收割机连驾驶室

都没有：“就是个简易拖拉机，机头上挂着

‘巨型理发器’。”前面“理发”——把麦子割

断，后面还得有人跟着打捆，运到麦场脱粒。

2000 年初，蔡华购买了第一台轮式联合

收割机，能把麦子“吞”进机肚里，脱粒装仓；

再把秸秆切碎，撒在田间。机械化水平高了，

但开起来并不轻松：“费力不说，密闭性还差，

开一会儿，鼻孔、嘴里全是灰。”

现在的收割机是 3 年前买的，智能化程

度高、动力足、操作灵敏。启动后，他一手搭

方向盘，一手握操纵手柄，“就像用遥控器，

能随时调节各个部件的运作。”有几次眼看

好像要撞上电线杆和田垄，蔡华却丝毫不

慌，总能驾着收割机灵活避过。

卸麦间隙，一旁守候的张秀兰走上前，

拿抹布擦掉挡风玻璃上的尘土，提醒丈夫给

链条打上黄油。

“有点‘咔咔’响，说明链条积了灰。”张

秀兰告诉记者，自打买了第一台收割机，夫

妻俩就开始跨区作业。每年 5 月底，他们收

完老家湖北的麦子后便动身，一路到河南、

山东、河北，有时还会到东北。以前，跨区收

麦还是个新鲜行当，收入不低。虽然辛苦，

但靠着收割机，夫妻俩盖起全村第一栋 3 层

小楼。20 多年来，张秀兰练就一副好耳力，

哪里轴承松了、链条卡了，她一听便知。

“三夏”期间，连续作业，收割机皮带、割

台等部位易磨损或出现故障。“老蔡把机器

看得比啥都金贵。”张秀兰说，不论多晚，丈

夫收工后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休息，而是检查

设备、维护保养。收割机上常备一个“百宝

箱”，打开一瞧，常用配件、维修工具摆得整

整齐齐。

休息了一会儿，眼瞅粮食在车斗里堆出

尖尖，蔡华又发动了机器……

5月 25日，河南南阳邓州市刘集镇

抢收：雨后能尽快收割、
及时烘干

乌云密布，夜幕低垂。远处，一个亮点

越来越大——为方便天黑作业，蔡华给收割

机加装了强光灯。机轮转速加快，不断掀起

的麦屑在灯光里飞舞。

“要下雨了。”蔡华望了望天。

5 月 24 日下午，蔡华刚办好今年的跨区

作业证，突然接到河南邓州老客户李勇志打

来的电话：“麦子熟得比往年早，得尽快收

割。”刚收完老家的麦子，顾不得休息，他和妻

子当即决定出发，沿国道开了 5个多小时收割

机赶到邓州市刘集镇，住进李勇志家中。

李勇志比蔡华年长，俩人一年只见一

回，却亲似兄弟。“10 多年了，蔡华一直来我

们村收麦，从没误过农时。”李勇志说，他早

早就给夫妻俩拾掇好床铺。田里，小麦已熟

九成，只等收割机下地。

李勇志生活的自然村有几十户村民，土

地集中连片，但各家地块面积都不大。不少

邻居在外务工，不便回村收麦，每到“三夏”，

李勇志就主动把周边 1000 多亩地管起来，

低价收取托管费。

为了避雨，乡间小道上，村民开着粮食铲

装机，把地上晒好的麦粒抓紧装上车。蔡华

刚收完的这批粮食，则要运到镇上的烘干塔。

粮食收完还要烘，李勇志过去从没想

过。去年，河南很多地方遭遇“烂场雨”，一

些麦子发芽、霉变，“有的麦子烂得太厉害，

当饲料都卖不出去。”李勇志心疼不已。

今年，刘集镇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走村

串户，推广粮食烘干，“烘 3 个多小时，水分

就能从 18%以上降到 13%左右。”村民们动

了心。“虽说要多花钱，但几户凑在一起烘能

省点儿。”李勇志说。

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早，记者正

准备出门，收到蔡华发来的消息：“地还很

湿，我的轮式收割机容易陷进去，怕是下不

了地。”

记者心里一沉：大雨会不会耽误收割？

“我们有准备，影响不大。”邓州市农业

机械技术中心生产服务科科长王硕说，“今

年，我们加大了对抗泥性更好的履带式收割

机的购置补贴力度，上半年全市新增 44 台

履带式收割机、30 套烘干设备，方便老百姓

雨后也能尽快收割、及时烘干。”

6 月 6 日，山东德州齐河县华店镇

农技：统一供种、统一飞防

天刚亮，蔡华就开着收割机到达作业

地点。

跨区作业，“白加黑”是常态。5 月 30 日

晚上，结束在南阳的劳作，蔡华夫妇与人搭

伙拼了一辆半挂车，拖着收割机一路开到与

河南相邻的山东菏泽曹县；在曹县，为赶在

雨水来临前完成收割，他一天收了 120 多

亩、约 12 万斤小麦，又忙到深夜；6 月 5 日，

收完在曹县的最后一块田，他马不停蹄继续

北上，到达德州市齐河县。

为啥要来齐河？蔡华说，这里是有名的

产粮大县，产量常年保持在 22 亿斤以上，

“地多、粮食多，我们才有活干。”连续七八年

来齐河收麦，蔡华发现，早些年看到的砂石

路、土路，现在都修成了柏油路、水泥路，农

机作业条件大大提升。

这天要收的，是华店镇张博士村村民张

正成家的田。粮食产量如何，蔡华开收割机

走上一圈，就能感觉出来，“麦子个头比我老

家长得矮，但麦穗多、抗倒伏。”

这种麦子是齐河县统一提供的高产良

种“济麦 22”，节水抗旱。拔一根麦穗，轻轻

搓开，小麦籽粒饱满、色泽光亮。张正成说，

每亩地买 20 斤种子，政府给补贴 10 元。

“不光统一供种，政府还免费统一开展

无人机飞防，‘虫口夺粮’效果很明显。”张正

成说，他过去最头疼的就是虫害，自己的田

和邻居的田，打药时间、药量不一样，这块田

打了药，虫子就去另一块田，难以灭净。

今年，齐河县整合资金 1400 万元，采取

统一的配方药剂和技术标准，对全县 110 多

万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仅用 6 天时间就

全部完成春季飞防作业。

小麦还没收完，张正成已开始谋划下一

步，“俺的地缺钾，镇上农技专家建议测土配

方施肥。等夏播完玉米，俺准备试试看。”

6月 12日，山东德州齐河县刘桥镇

转型：从麦客到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 年 年 来 山 东 ，第 一 次 遇 到 这 么 热 的

天气！”空调风力开到最大，蔡华额头上还

是冒出汗。这两天，看着各地的收割机来

来 往 往 ，蔡 华 犹 豫 还 要 不 要 继 续 北 上

作业。

齐河麦收临近尾声，照往年路线，蔡华

该出发去河北了，可一打听，河北客户给的

价格比去年略低了些。

蔡华忍不住感叹，近些年，外出作业的

收割机越来越多。今年和蔡华同在刘桥镇

作业的，就有名来自河南的 00 后农机手小

牛，他的几个伙伴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

人。小牛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也曾是一名职

业农机手，后来事业越做越大，有了自己的

车队，还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小牛就接

过了跨区作业的“接力棒”。

农机手越来越年轻化、职业化，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地块大小不同，价格不一。按

照一亩地均价 50 元计算，扣除成本，我们一

季作业能赚 4 万元。”蔡华说。

行情变化背后，是农机保有量的迅速增

长。齐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永太介绍，

近年来，齐河县农机数量成倍攀升。今年麦

收期间，全县平均每 200 多亩农田就有一台

收割机。县里重点发展大型、新型、智能、精

准 作 业 机 械 ，目 前 有 各 类 农 机 近 6 万 台

（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

在 99.76%以上。

张 永 太 说 ，机 收 价 格

下降，对农户有利，但对

农机手而言，转型势在必

行 。 许 多 农 机 手 积 累 一

定资源后成立家庭农场、

农机合作社，或利用自身

优 势 开 展 小 麦 生 产 全 程

托管服务，从业务单一的

麦 客 转 变 为 新 型 农 业 经

营主体。

午 后 ，气 温 持 续 升

高，身材瘦小的张秀兰出

现了轻微的中暑症状。仔细考虑后，蔡华决

定提前结束今年的跨区作业。下午 4时，记者

目送搭载着收割机的半挂车驶上高速。

追逐丰收的旅程仍在继续。

不到 50 公里外，来自湖北荆门的康瑞

农 机 服 务 专 业 合 作 社 跨 区 作 业 车 队 已 整

装待发。40 岁的农机手李辉告诉记者，他

们的 15 台收割机 5 月底从荆门启程，经过

河 南 南 阳 、山 东 德 州 两 站 作 业 后 ，有 8 名

农机手和蔡华一样选择返回老家，其余人

则继续北上，驶向下一个目的地——河北

沧州。

6 月 13 日，河北沧州献县高官镇

服务：经纪人安排得妥妥当当

太阳炙烤着大地。高温让田里的小麦

变得干燥，更方便收割机脱粒。但持续高温

也给麦收带来挑战，“你看，有的秸秆含水量

过低，容易发生倒伏。”驾驶室里，李辉调低

了割台。

田间，收割机和播种机同时轰鸣。李辉

的客户卢焕章介绍，他家流转了 400 多亩地

建设家庭农场，昨天收好的地块，今天已经

在播种了。

献县是李辉今年麦收作业的最后一站。

不同于蔡华的“单兵作战”，多年来，李

辉和合作社成员们一起组队跨区作业。收

小麦和水稻，采油菜和玉米，他们的足迹最

南到广西，最北到河北，一年中 8 个多月在外

奔波。累了，卡车上睡；晚上干完活，就去加

油站加油，顺便在那里洗个热水澡。

“我们走南闯北，不怕吃苦、不怕晒，每

到一个地方，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活干。”李

辉说，南方农机手来北方作业，语言不通、习

惯不同，可能产生矛盾纠纷。

来到献县，很多问题就不用操心了。“我

们只管专心收麦，旁的事都交给农机服务经

纪人，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李辉说，他

们的经纪人手上握有周边 3 个县的客户资

源，收完麦子，经纪人按介绍业务的亩数拿

提成。

车队还在路上，经纪人就安排好了作业

计划。先到哪个地方、和谁联系、什么时间、

收割哪一块地、结束后接着去哪一块地，全

程“无缝衔接”，效率很高。除了对接供需两

方，经纪人还给外地车队安排了“领机人”，

全程服务，协调解决农机手和农户之间的纠

纷，“既不让当地老百姓吃亏，也不让农机手

受委屈。”

今年降水少，天快黑了，卢焕章还在地

头忙灌溉。走近瞧瞧，田里看不见引水浇

水的水管，也没有大水漫灌的泥泞，只有一

根 根 黑 色 细 软 的 滴 灌 带 将 田 地 隔 成 了

条状。

“这种天气，最重要的就是保墒出苗。”

卢焕章说，地里旱，滴灌带造墒效果好。播

种时一同铺设，不但浇水快，还省水省电。

应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只需 1 人管理，

连续滴灌 2 天，墒值就足够，“今年小麦收成

不错，期盼玉米也有个好收成！”

（本报记者毕京津、侯琳良、张志锋参与

采写）

本期统筹：郭雪岩 版式设计：张芳曼

记者跟随两名农机手，从湖北到河南、山东、河北—

麦客走四省，追着麦熟跑
本报记者 强郁文

图①：5 月 24 日下午，蔡华夫妇

从湖北出发，前往河南邓州开始今

年的跨区作业。

杜丽丽摄（人民视觉）

图②：6 月 6 日晚，蔡华在维修

农机。

图③：6 月 8 日，蔡华驾驶收割

机收割小麦。

图④：6 月 12 日下午，载着蔡华

收割机的半挂车即将启程。

图②③④均为程思豪摄（人民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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