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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丰收年”

“又是一个丰收年。”这是山西省运城市
解州镇蚕坊村村民刘守业在网上对今年自家
地里的夏收情况发出的感慨。

目前，中国夏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夏种也进入生产高峰。

6月14日，央视网转发《新闻联播》消
息 《我国已收获小麦 2.56 亿亩 夏种进入高
峰》。消息称，眼下，中国夏粮主产区已收获
小麦2.56亿亩，进度接近八成半。目前，河
南、江苏小麦收获已经结束，陕西、山东、
山西、河北麦收正加紧推进。在山东省莱
西市，66万多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
30多家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队活跃在
麦收一线。莱西市吴家屯村农民辛喜花的孩
子在外打工，在志愿服务队帮助下，她家 3
亩多小麦不到一小时就收获完成运送到家。
在陕西省渭南市，为赶在雷雨大风天气到来
之前让全市430 多万亩小麦颗粒归仓，当地
组织农业农村部门干部下沉一线，包村包
户，昼夜抢收。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为
保障32万亩小麦收在适收期，当地265个村
全都组建党员帮扶小分队，实行网格化管
理，建任务清单，明确帮扶对象、机收时间
等详细信息。

6月12日，人民网发布文章《精细高效
提质减损 安徽着力提升小麦机收作业质量
（粮食生产一线探行）》，描绘了安徽省阜阳
市太和县赵集乡界牌村的夏收图景。文章写
到，麦收现场麦浪翻滚，机械轰鸣。6 月 7
日，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赵集乡界牌村，
连片麦田，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麦穗
一茬茬割下，麦粒一颗颗饱满。一个上午的
紧张作业，能收割三四百亩地。“我这 1156
亩小麦，3 台机子加把劲，1 天就能收割干
净。今年平均亩产能有 1200 斤以上！”阵阵
麦香袭来，种粮大户王韶山喜上眉梢。

丰收的同时，夏粮收购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6月14日，光明网发布文章《夏粮收购

开局良好 预计今年旺季收购量 1300 亿斤左
右》。文章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传来消
息，夏粮收购开局良好，预计今年夏粮旺季
收购量1300亿斤左右，保持在较高水平，小
麦、早籼稻价格较高，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
性较小。目前，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
开。收购工作准备充分，组织有序，开局良
好。一是进度快。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小
麦已集中上市，豫北、鲁西北和河北省小麦
收购刚刚展开，截至6月12日，主产区新麦
收购量约950 万吨，进度明显快于上年。二
是品质好。从已收获小麦质量看，新麦质量
总体较好，安徽省小麦品质为十年来最好水
平，江苏省小麦大部分达到二等水平。三是
市场活。新麦上市以来，加工、储备、贸易
等各类企业采购意愿较强，积极入市收购，
市场活跃度高。四是行情好。目前，小麦收
购价格普遍在每斤1.5元左右，远高于1.15元

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新华社客户端发表文章《中国决战夏收

端牢“饭碗”更添底气》。文中提到，迅速提
升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也让中国粮食自给能力
不断得到加强。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王娟玲
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
70%，高产品种不断推广，有底气端牢自己
的饭碗。

跟着农机手，一路看夏收

在今年的“三夏”工作中，农业机械化
为夏收提供了便利。

6 月 15 日，人民网转发 《人民日报》
文章 《跟着农机手，一路看夏收》。在该报
道中，人民日报记者跟随跨区作业的农吉
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李广利，沿着小麦
收割路线，从河南省项城市出发，经商丘
市虞城县到达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看机
收效率、看农机调度、看物流保障、看粮食
收购，实地调研夏粮丰产丰收一线。

“我这台轮式联合收割机是最新款的，一
推手柄，机器均匀加速。车上还配了清晰的
倒车影像，方便了不少。”老李一边转动方向
盘，一边指向驾驶舱上方的仪表盘对记者
说，“你看，作业时间70小时、总里程621公
里，清清楚楚。”

收割机是老李 5 月底在信阳市淮滨县购
置的，自己掏了2万元，合作社补贴4万元，
机器厂商又提供了8万元的无息贷款。“好好

干，争取两年回本。”老李信心满满。
说话的工夫，收割机的粮仓已经装满

了，老李赶忙放粮。“这台机器一个小时能收
15 亩麦子，机收损失率能控制在 2%以下。”
老李对新款机器的效率提升感受颇深，“用手
机扫描机身二维码，还能查看今天的线路
图，收割面积自动就计算出来了。”

文章介绍，近年来，河南省多地提升“三
夏”期间农业机械化整体水平，优化智慧农机
装备结构，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转
变。今年夏收，河南全省小麦机收率达
99.7%，高峰期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2万台。

夏收之外，夏种的机械化水平也在不断
提高。根据央视网消息，随着麦收由南向北
大面积推进，夏种也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
6月14日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种已完成
意向面积的44.3%，总体进展顺利。

6月14日，人民网转发题为《江苏各地
夏收夏种插上“智能化”翅膀》的文章。文
章写到，5 月底，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迎湖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育秧中心，水稻育
秧机器全速运转。经过放盘、自动铺土、浇
水、播种、覆薄土、二次浇水等操作，一粒
粒种子实现高速播种，一块块育秧盘“新鲜
出炉”。“这条机械化育秧流水线，一天育秧
约5000盘，只需要七八个工作人员，每天能
育200多亩稻田插秧所需要的秧苗。”迎湖农
业公司总经理朱赟德介绍，今年公司水稻种
植面积达3200亩，全年总产预计达1000吨以
上。中国农科院夺夏粮丰收江苏专家组成
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高级

工程师孔伟认为：“无人机智能化播种，省去
人工育秧、插秧的环节，提升了水稻种植效
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社会服务高效快捷

夏收、夏种、夏管工作的顺利展开，离
不开相关社会服务的支持。

今年“三夏”工作展开期间，中央气象
台的气象服务为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不
可少的帮助。

5月21日，人民网发表题为《全国夏收
夏种气象服务启动》的消息。消息称，全国
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于5月20日正式启动。中
央气象台当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
气象服务专报》，预计夏收夏种期间，大部
分时段天气条件较好，利于夏收夏种。夏收
夏种期间，中央气象台每周发布两期夏收夏
种服务信息产品，并下发夏收夏种农用天气
预报格点化客观指导产品；遇重大天气过
程，还增加服务频次，开展有针对性的服
务。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加强与农业农村
部、民政部等相关单位的信息交流，全力做
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各地气象部门优化产
品制作与发布流程，利用惠农气象APP或微
信公众号，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卫星遥
感监测等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保障工
作。气象服务信息精准靶向推送给广大农户
和农机手。

保障“三夏”工作顺利展开，全国供销

合作社系统也在贡献力量。
6 月 1 日，新华网发布消息 《全国供销

合作社系统创新服务“三夏”生产》。文章
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近日下发通知
提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创新服务，
积极组织跨区机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压茬推进夏种，确保播种面积只增不
减，确保不误农时、种足种满、种在适播
期；环环紧扣做好夏管，为秋粮丰收打下基
础；参与做好夏粮收购，腾仓备笼调整库
容结构，严格落实小麦国家最低收购价格
政策，保证农民“粮出手、钱到手”；发挥
农资供应主力军作用，有效满足“三夏”
生产农资需求，切实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
储备“蓄水池”作用。

6月13日，新华网客户端转发题为《这
里的“三夏”为何省时省力省心 河北第一产
粮大县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效果显著》的文
章，文章关注了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的农业
社会化工作成效。文章称，目前，宁晋县土
地流转率约有40%，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都拥有先进农业机
械。同时，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普及率接近
百分之百，土地未流转的农户也可以做“甩
手掌柜”，耕、种、管、收等作业基本上都可
以通过土地托管服务人员来实施，高效快
捷，省心省力。

“丰收的田野，孕育着希望。”网友“逍
遥”说，“手里捧着中国人自己的碗，碗里
装着中国粮，这个夏天，我们过得安心且
幸福。”

近日，在浙江省龙泉市
发 生 一 件 暖 心 事—— 两 位
人民警察不约而同向一位
在凌晨走失的老人伸出援
手，帮助老人平安返家。此
事经报 道后，引发网友热
议，大家纷纷为两位民警的
责任心点赞。

6 月 14 日，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发布文章，介绍
了事情详情。6 月 9 日凌晨 3
点左右，正在值班的龙泉市
公安局龙渊派出所民警毛赵
耀，通过视频监控对辖区进
行巡查。突然，他看到视频
画面中，有一个年轻人搀扶
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慢
慢地在街上溜达。毛赵耀心
想，已经是凌晨了，这两个人
可能遇到了困难。于是他开着
警车，前往现场查看。没想
到，那位陪着老人溜达的
人，是龙泉市公安局另一位
民警吴景鹏。

原来，十几分钟前，吴
景鹏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
回家，却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遇见了这位拄着拐杖、步履
蹒跚的老奶奶。他立即上前
询问：“奶奶，这么晚你要去
哪？”老奶奶称自己要回家
去，但却回答不出自己家在
哪里，只是一直说着：“我慢
慢走，慢慢找……”

见老奶奶执意要继续前
行，吴景鹏便上前搀扶着老
人说：“没事儿的，奶奶，你
慢慢想，我陪你走走。”经过
耐心询问，吴景鹏了解到，
老奶奶从儿子家出来，准备
回自己家。可是因为房子是
刚租的，她只知道大概位
置，于是在凭着记忆找。

正是这个时候，毛赵耀
看到监控视频，也赶了过
来。在了解事情原委后，毛
赵耀表示要开车送老奶奶回
家。然而老奶奶显得十分犹
豫，她轻声地对吴景鹏说：

“真糟糕，我没带钱。我还是
自己走回去吧。”吴景鹏笑着
回答：“不要钱的，我们是人
民警察！”“真不要钱呀？你
们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最后，在毛赵耀和吴景
鹏的共同劝说下，老奶奶坐
上了警车。看着警车慢慢驶
离，吴景鹏才转身往家走。
凌晨 3 点 30 分，吴景鹏收到
微信消息：“老奶奶已经安全
回到家中，也交代他儿子，
要好好看护。”这时，吴景鹏
才终于放心下来。他说：“看
到群众有困难，身为人民警
察，肯定会第一时间上去帮
助。这是我们应有的担当与
责任。”

两位民警携手助人的温
暖一幕，让很多网友感动。
网友“白桦林”留言说：“两
位民警恪尽职守，把人民群
众的利益和困难时刻放在心
上，牢记责任使命，他们无
愧于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网友“英”说：“人民警察爱
人民，为你们点赞，向你们
致敬。”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
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积极围绕海堤造
林增绿，优化升级防护林树木品
种，采用“中山杉”“朴树”等耐
盐树种，保证海堤造林质量。

如今，如东县已拥有防护林
14.7 万亩，其中郁郁葱葱的 2.7 万
亩百里海堤防护林带成为如东沿海
一道重要的绿色屏障。

右图：如东县百里海堤崛起的
“绿色走廊”。

下图：如东县夏日沿海防护林
的美丽景色。

许丛军摄

“丰收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网络热议今年“三夏”新气象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三夏”，是夏收、夏
种、夏管的简称。“三
夏”时节，风吹麦浪。今
年5月下旬开始，从长江
之滨到黄河两岸，从潼关
到山海关，广袤大地上，
收割机钢铁洪流奔涌，金
黄麦子正颗粒归仓。

“三夏”工作的顺利
进行受到多家网络媒体
的关注，网友们也纷纷
点赞。

凌晨 3 点的 陪 伴
本报记者 李 贞

左图：6月10日，甘肃省陇南市康县迷坝乡，村民正在抢收小麦。
冉创昌摄（人民图片）

右 图 ： 6 月 13
日，山西省运城市稷
山县太阳乡均安村，
村民在使用大型收割
机收割小麦。

栗卢建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