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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装备，更好的日子

来自湖北省监利县的年轻“麦客”周全慧发现，这些年“麦
客”手中的设备越来越好。原来的收割机收割速度非常慢，还容易
掉麦子，经常出毛病，一个麦季下来要坏好几次；如今联合收割机
设置自动挡、液压方向盘、多功能操作台和空调，车上还装有智能
报警器，一旦小麦机损率超过1％，报警器就会自动报警。

而来自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的老“麦客”唐聚敏，则从1996年
至今，经历了7台收割机。他坦言，最初的收割机方向盘不灵活，打
方向盘像推个“磨盘”，刹车也不好用，经常出毛病，一个麦季下来
要坏好几次，那时候收割的速度非常慢，还容易掉麦子。

面对今年新买的联合收割机，他难掩兴奋。“新收割机有空调，
封闭性好，作业时不再会有麦芒或灰尘，开起来既干净又凉爽。”

“电控自动挡、操控性好、视野开阔，只需轻轻把握方向就可以
了。”“车上的智能终端不仅能定位，还能计算收割亩数，进行故障
报警，先进实用。”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介绍，今年有6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80多万
专业收割机手奋战在麦收一线，累计机收面积2.98亿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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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队伍。
来自河南省通许县的“95后”“‘麦客’夫妻”张孟飞和王素

丽，正是因收麦而相识，别看年龄不大，两人从事这一行已有近10
年。张孟飞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成为了一名新“麦客”。如今，随
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这份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年，夫妻俩从3月初就出来作业，从云贵川到青甘陕，从大东
北到大西南，从中原大地到长三角，小麦、大麦、油菜、水稻、玉
米，什么成熟收什么，一直能忙到12月。这份工作也给他们的小日
子带来了不错的收入，小家庭生活越过越红火。一有空，他也和妻
子带着孩子到全国各地转转，这些年自己开了眼界，也想让孩子多
了解外面世界的样子。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2013年
12月23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
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
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
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
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
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抓农业农
村工作，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坚持党的农村政策，

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坚持农村
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
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
环节，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用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谁来
种地”，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
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加强和创
新农村社会管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
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
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

——摘自《习近平同志<论

“三农”工作>主要篇目介绍》

（2022年6月7日《人民日报》

刊发）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新“麦客” 新征程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麦客”，曾经是指在麦收时节，在别
人家麦田里忙活，赚钱补贴生计的一群
人，他们背着干粮和水，手里拿着镰刀。
旧影片与照片里，在陕西关中地区等小麦
产区，“麦客”面朝黄土背朝天，为生计四
处奔忙。

如今，时移世易，旧“麦客”早已成
为历史，新“麦客”应运而生。伴随着农
业机械化发展，跨区收割机手成为了现代
意义上的“麦客”，跨区收割作业成为一道

独特的风景，一支支农机队伍就像候鸟一
样，在全国各地间奔波。

又是一年夏收时节，自5月中旬起，夏
粮主要作物小麦由南向北渐次成熟。全国

“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日全面展
开，截至 6 月 21 日，四川、湖北、河南、
安徽、江苏、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等9
省已收获3.01亿亩，收获进度达99.2%，全
国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这是“麦客”们的新征程。

追赶丰收的人

风吹麦浪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蒲塘镇人甘达任、杨家静
夫妻俩第一次来到了山东。

说起最早干“麦客”的初衷，妻子杨家静一脸欣喜：“这个工作现
结款，不会有拖欠，然后可以到处都转一下，各个地方去看一下人家
那些风俗习惯。刚开始我们干这行的话，行情还是比较好的。”

但时间久了，也会有怨言。甘达任分析，到外面都是风餐露宿
的，没有固定吃饭时间，再加上丰收季节太阳太大了、天气也热，“这
个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每年，从四月到十一月，夫妻二人都在外面打拼。从2018年干这
份工作开始，四年的时间里，夫妻俩的生活一直追着丰收季节
走——从广西到湖北，从湖北到安徽，从安徽到河南。一路向
北，追逐着小麦成熟的身影；接着，他们从广西到贵州，从贵
州到湖南，从湖南再回到广西，感受“稻花香里说丰年”。

这次，是夫妻两人第一次来到山东收麦子。虽然一路十分
辛苦，两人甚至争吵过这次该不该来山东，但最终完成收割任
务后，两人在短视频中，给远在老家的孩子们，展示了丰收的
喜悦。

“看！那一片我们已经收完了，剩最后这一点，爸爸开着咱
家新买的收割机在收，你看这个地方那么小，我们的收割机多
灵活啊。收完这一点我们就回家了。小朋友们，你看爸爸给你
们带了什么礼物回去？你们在家吃过面
包、面条，但是你不知道是用什么做
的，是小麦！看，这是爸爸收割的，我
给你们买了两三百斤的小麦回去，可以
做很多面包面条了！”短视频里，两人满
脸兴奋。

无论一个人、一对夫妻还是一支
队伍，前行的方向都是收获的麦田。

今年 5 月，147 台联合收割机
从湖北省安陆市出发，辗转多个省
份，抵达各小麦主产区收麦，历时
将达3个多月。到了地方，第一
件事情，测量。农机手们拿出装
有 GPS 的测亩量仪，轻点屏
幕，采集点的经纬度、面积、
海拔等信息立即显示。与农户
确认面积、商定价钱后，作业
便开始了。

当前，我国冬小麦97%以
上都靠机收，其中30%需要机
械跨区来收割。哪里有丰收，
哪里就有“麦客”的影子。

老“麦客”的减损经

在随机挑选的3平方米麦田里，山东高唐县的老“麦客”时金路跟村民们
一起，总共找到了270粒小麦。按照1亩地667平方米、每粒麦子0.05克计算，
在他收割的麦田里，1亩地总共漏了6斤左右的粮食。结果出来后，他又邀请来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综合服务中心的测损小队，对减损结果进行更专业的测
量，显示结果十分接近。

这个结果让时金路跟大伙都松了口气。
这次测试的起因是，今年6月初，高唐县的近80万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

为了力争颗粒归仓，当地农业农村局在小麦收割降损动员会上提出了比往年更
高的要求，力争每亩小麦的收割损耗不超过12斤。这个任务难度不小。但谁也
没想到，时金路居然当场提出来，他的合作社今年挑战每亩收割损耗不超过10
斤。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觉得“吹牛”。

今年已经51岁的时金路，与农机打交道已有20多年了。28岁那年，他想方
设法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收割机，一步步成为了一名成熟的农机手，每年都会
参加跨区收割。2009年，有了一定积累的时金路成立了高唐县杨屯乡金路农业
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拥有11台收割机、13位农机手。

时金路认准的理，谁也拉不回来。经过一番讨论，大家都觉得在收割机刚进
地，即将开始收割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碾轧小麦的现象。但是，经验丰富的农机手
说是可以避免碾轧小麦的。时金路决定先开镰收割小麦，在收割中摸索进一步降
低每亩小麦收割损耗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做到了。

时金路坦言，干的年头久了，对这个行业很有感情，就想做出点小贡献。
他把账算得很明白：“我要是（收）割四五千亩的话，1亩地给它减2斤，就是
减9000斤，就等于给老百姓增收了9000斤麦子。全县要是按约80万亩计算就
是160万斤，160万斤就很有意义了。”

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后，时金路心里更踏实了。他在自己的合作社中推广了
这个办法，大家伙信心满满地干了起来。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介绍，今年减损节本措施有效。从监测情况看，今年
小麦机收损失率进一步控制在2%的行业标准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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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的“送检到
田”“送油到田”“送修到田”及“优惠加油”服务，有效节约了机手时间和作业成本。

疫情下的多重保障

疫情期间，对于“麦客”来说，跨区作业会不可避免产生影响。
6月初，河南省平舆县的机手陈彬彬夫妇，打算在河南省漯河市

一个高速路口下高速，前去麦田作业。在当地各部门工作人员配合之
下，很顺利地过了关——检查核酸、两码一证；检验跨区作业证和行
驶证，为其免去高速通行费；检查是否报备，是否来自风险区，如果
来自有风险的地区，需要检测抗原和落地核酸；最终，办完上述手续
后，换一张通行证。前前后后，陈彬彬夫妇花了20多分钟，就办完了
所有手续。

河南省漯河市汇源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表示，三夏期间，农机
手开车来到这里，当地会最大程度为他们提供方便。

在各小麦主产区，手持跨区作业证、健康码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麦客”们一路畅行。在高速公路出口，来自全国各地的联合收割
机川流不息，所有跨区作业车辆一律免收通行费，并优先放行。

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各地都为跨区机手们提供了畅行的条件。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长黄全意介绍，为确保小

麦颗粒归仓，全省设立了816条跨区作业绿色通道，发放5万张跨区
作业证，给跨区机手提供一些方便，管吃管住。

在河北省魏县，当地今年为跨区作业的“麦客”提供“农机手驿
站”，利用先进的网络服务和现代化技术，为农机手提供信息、食
宿、维修、油料等志愿服务。魏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蒿要领说，为了保
证今年的麦收顺利进行，魏县不仅成立了夏收志愿服务队，同时还利
用卫星遥感和物联网技术对全县“三夏”生产进行云监测、云管理，
定期扫描监测小麦长势、收获情况，通过可视化平台了解发布农业气
象、病虫害预报、溯源监管服务等。

在全国范围内，各地设立了2500多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
免费核酸抗原检测、属地备案、作业信息、维修保障等“一站式服
务”；交通运输部门开设了2600多条农机转运绿色通道，保障联合收
割机优先通行，免费通行；卫生健康部门对核酸证明过期的跨区作业
人员实行“即采即走即追”等精准便捷管理服务。

依靠科技“龙口夺粮”

雨季之前，天气多变，要想“龙口夺
粮”，得靠科技的力量。

“目前关中处于小麦成熟收割期，9日至
13 日将有一次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过
程，对关中小麦收割晾晒影响较大……”6
月8日16时30分，陕西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
物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化龙在省气象局新
闻发布会上发出提醒。

陕西连夜打响小麦抢收战。6 月 9 日，
在部分地区，暴雨开始倾盆而下。农业农村
部新闻办表示，陕西6月12日降雨前4天内
抢收作业面积占全省小麦面积五成以上，其
中6月9日单日机收296万亩，创下该省日机
收面积历史新高。

依靠科技的力量预警，成为麦收季节一
大亮点。6月1日，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联合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国家气象中心联

合研发的“三夏”机收气象精细预警提示产品准时上线，通过农机作
业专用APP“测亩易”向重点省份农机手、农业大户等300余万人提
供服务，依托用户定位，一天两次精准推送当地机收作业适宜情况，
帮助合理安排机收时间和人员机具调度。目前，该产品已在安徽、江
苏、河北、河南、湖北、山东、陕西、山西等8个夏收重点省份试点
应用。

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预警发布室主任王佳禾介绍，本次上线的
机收气象精细预警提示产品，以国家级智能网格格点预报指导产品为
基础数据，空间分辨率达5公里；在考虑降水、风速等气象要素基础
上，增加了云量等要素，为机收作业提供更科学的提示。

各地也非常积极地借助科技的力量，为夏收时节助力。
在河南，省气象探测数据中心开发了“三夏生产气象服务”微信

小程序，农机手可查阅基于位置的气象实况、预报、预警信息、麦收
信息及出发地和目的地防疫政策。河南省气象局还联合省农业农村
厅，通过气象应急短信平台，免费向2.8万名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跨
区作业领队及农机系统工作人员提供气象和机收进度信息，引导农机
合理流动。

在安徽，省气象局基于安徽农网微信、微博和“惠农气象”
APP，为74.8万用户滚动发布各类服务信息300余条。

科技，让麦收更容易。
不止车手们的装备更好了，农机公司们也有了更好的服务保障手

段。在夏粮主产区，东方红、雷沃等国产农机公司的流动服务车分布
在各地，“麦客”们走到哪里，就跟随到哪里。尤其在北斗系统等帮
助下，对于每台农机设备都可以实时定位，于是流动服务车就可以分
布在农机设备集中的区域，更好地服务收割工作。

6月3日，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多台收割机进
行麦收作业。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6月19日，在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和盛镇吴家村，村民驾驶农机
正在田间作业。 侯崇慧摄（人民视觉）

6月4日，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冯官屯镇东封村，农机手驾驶小麦联合收割
机收获小麦。 赵玉国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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