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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夏收临近结束，在河
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来自黑龙江
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的一批农机
手，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过
去的一个多月时间，他们从黑龙江
省北安市出发，到湖南后汇入机收
小麦作业大军，再经由湖北、河南、
山东、河北等地，一路向北参与“三
夏”小麦机收。

“能帮人，还有收入，
这活儿干着舒心”

“今年的收割队，又快回来咯……”
北安市飞跃村，74 岁的秦智礼站在自
家小院里，遥望南方，回忆起 20多年
前的往事。

2002 年春天，秦智礼在报纸上了
解到，由于天气原因，一些地区急需
抢收小麦。他想：“如果麦子收割全靠
人工，费老劲了，如果用机械收，肯
定可以解燃眉之急。”

当年 6 月，秦智礼和几个亲戚朋
友开着两台租来的收割机，用了五六
天时间到达河北，收割麦子。凭着专
业技术和机械设备，他们受到了当地
农民的欢迎。“第一次跨区作业时，在
河南、河北待了20多天，收了1000多
亩地，赚了4万多元。”秦智礼说。

“到外地收麦子，能帮人，还有收
入，这活儿干着舒心！”回村后，秦智
礼逢人便讲跨区机收作业的好处。

第二年，秦智礼和几个村民凑钱
买了 8 台收割机，20 多人一起出发
了 ； 第 三 年 ， 更 多 村 民 跟 着 秦 智
礼，把收割机开到了湖北、安徽……
20 多年过去，在镇里的支持下，如今
的飞跃村有 400 多名“麦客”驰骋大
江南北。

他们每年 5 月初从黑龙江出发一
直到湖南，再经由湖北、河南、山
东、河北等地，一路开展夏收作业；
秋季再从内蒙古开始，一路向东回到
黑龙江，收割大豆、玉米等秋粮作
物。最近几年，每年作业里程 4000余
公里，作业面积 60多万亩，实现纯收
入1500余万元。

飞跃村的生活也因此有了一次次
“飞跃”。家里有了轿车，镇上买了新
房，村民们眼界也开阔了，也更加重
视对子女的教育。“上大学的、考研
的、读博的，这些年，咱们这儿出了
不少高材生！”秦智礼介绍。

“一块几百亩的麦地，
收割期往往只有两三天”

6月下旬，昌黎县，忙碌的夏收正
在进行中。马守柱站在昌黎县泥井镇
赵家港村一片麦田旁，指尖在手机屏
幕上飞快跳跃。作为飞跃村农机跨区
作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负责调度从
老家一同出来的农机手。

“老李，你那台收割机往北移 50
公里，那边有 300亩小麦待收。”马守
柱给农机手发出调度信息。他的手机
里有好几个联系收麦的微信群，一有
待收割地块的信息发到群里，附近的
农机手便迅速响应，短途的直接驱车
前往，远距离的则用半挂卡车接力运
输前往。

“对于华北冬小麦来说，虽然收割
期能持续一个多月，但每块麦田的收
割窗口期都十分短暂，一块几百亩的
麦地，收割期往往只有两三天。”马守
柱说，“有时农机手还在南边干活儿，
北边的客户便早早地联系上了。”

马守柱自家有两台收割机，自己
和妻子开一台，儿子开一台。“注意观
察地面情况，左前方有水井，别碰
着 ”“ 旁 边 的 电 线 看 着 点 ， 注 意 躲
开”……马守柱不时地拿起对讲机提
醒儿子，“要细致，避免忙中出错。”

眼前这片地收割完，农机手们终
于可以停下来歇歇。马守柱的儿子马
庆宇拿着几根火腿肠跳下车来。“一天
忙得顾不上吃饭，在驾驶室里，渴了
就喝几口水，饿了吃几根火腿肠，就
这么坚持下来了。”马庆宇说。

“昌黎，是我们这次机收的最后一
站。”马守柱说，“这边 6 月底收割完
毕，夏收就要结束了……”

“每台机器每天能收
割近200亩”

夏日的午后，阳光洒在昌黎县安
山镇广袤的麦田上，几台联合收割机
沿着笔直的麦浪线缓缓前进，所到
之处，麦穗纷纷收割入桶，经过内
部滚筒等设备的打碎脱粒，麦粒落
入储存箱……

“现在真方便！麦子熟了，按照谈
好的价格卖给收粮户，直接运走，不
用我们操心收割、储存、晾晒那些事

儿了。”种粮户赵荣国感慨，“以前就算
是农家好手，一人一天也收不了多少，
效率低不说，中间还有不少损耗。”

“是啊，现在有收粮户联系收割和
运输车队，咱们两边都省心。”收割队
负责人、通北镇副镇长金少江说，“现
在的国产收割机十分先进，经济又环
保。每台机器每天能收割近 200 亩，
损耗还非常小，收割完的秸秆还能回
收发电。”

随着农业集约化和土地流转，很
多农田由专业合作社或种粮大户统一
管理，这样的规模化生产，给农机跨
区作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金少江
说，单台收割机一个夏收季节就能收
割超过 2000亩，为车主带来六七万元
的纯收入。“别看收割机体型大，操作
却不算难，学上一段时间就能会。”金
少江说。

“一定要为‘麦客’做
好服务”

“农闲时不干活儿，收割机只能停
在自家院子里，碍事儿。”2022 年冬天，
飞跃村村民杨金石原本想再购置一台
收割机，但因为无处停放而放弃了。

“ 不 仅 出 行 不 便 ， 还 有 安 全 隐
患。”在飞跃村党总支书记高明雪看
来，“一定要为‘麦客’做好服务。农
机安置、交通运输、机械维修等问
题，都要有解决方案。”

去年，在高明雪的推动下，飞跃

村投资50万元，建成1870平方米的机
车库房，可容纳 44台收割机，解决了
收割机停放难和缺乏检修场地的问题。

每年冬闲，是高明雪最忙碌的时
候。“每年春节后就要把农机检修、机
械改装、技术培训张罗起来，还要联
系各地经纪人、设计行程路线，请农
业部门为农机手办作业证。”

近几年，“麦客”不再自己四处找
活儿，只需要开好收割机、管理好车
队。其他各个环节，有专业的团队分
工负责。通过搭建网络信息平台，飞
跃村还组建了二手收割机交易市场，
开展农机维护、运输、交易服务，年
交易额达5000万元。

“目前，收割机车库二期扩建项目
正在谋划推进中，同时，我们还打造
通北镇飞跃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形成
区域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通北镇党
委书记闫忠友说，未来，要推动飞跃
村的“麦客”团队朝着规模化、产业
化、品牌化的方向不断前进，为乡村
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图①：河北省昌黎县的小麦收割
作业现场。

图②：一名农机手正在驾驶收割
机收割小麦。

图③：农机手们驾驶收割机从黑
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前
往南方多省收割小麦。

以上图片均为北安市融媒体中心
提供

2020多年来多年来，，黑龙江省北安市黑龙江省北安市飞跃村农机手们坚持每年跨省收麦飞跃村农机手们坚持每年跨省收麦

踏着麦踏着麦浪望丰年浪望丰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方方 圆圆 张腾扬张腾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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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来，一到丰收季节，驾驶农机，由南向北，为村民抢收麦子，被亲切地称

作“麦客”。这群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的农机手们，近年来每年作业里程4000余公里，作
业面积60多万亩，成为助力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之一。近日，本报记者分赴黑龙江省
北安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记录农机手们一路向北、抢收小麦的故事。

——编 者

35 个葡萄品种，亩产 3000 斤，葡
萄种植年收入 14 万元；经营农家乐餐
饮收入6.3万元，总收入超20万元——
这是山西省清徐县马峪乡葡萄种植户
李楞娃去年的账本。

李楞娃指尖带泥、布满老茧的双
手令人印象深刻。翻开他的增收账
本，密密麻麻的数字背后，既有敢于
创新的胆魄，也有苦干实干的韧性。
在优惠政策支持下，靠着一股开拓创
新的闯劲儿，李楞娃端起了“生态
碗”，吃上了“旅游饭”。

转换思路，品质提高
销路宽

顺着清徐县葡峰山庄的旅游公路
登上山顶，就到了李楞娃的家。山坡
上，供藤叶攀附的水泥架杆层叠排
列，李楞娃一大早就在自家的葡萄园
里忙碌。

清徐县地处太原盆地，背靠吕梁
山，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适宜葡萄
生长。多年前，清徐县规划建设集观
光、采摘、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业
生态景区葡峰山庄，李楞娃也顺势把
自家葡萄地变成了采摘园。可不久
后，他发现本地品种葡萄中秋节后才
能成熟，暑期游客最多，却没有葡萄
可摘。

为了突破季节限制，李楞娃决定
扩充品种。2019 年，他前往河北昌黎
的葡萄生产基地考察，带回 60 多个新
品种、2000多株葡萄苗。同时，李楞娃决
定走高端精品路线，在葡萄苗的精细化
管理上花了不少心思：每株逐一修
剪、施肥，一次次调整水肥配比……
最终挑选出品质高的葡萄。李楞娃还
一一联系回头客，为他们提供优惠价
格将葡萄配送到家。这样一来，产品
品质上来了，也拓宽了葡萄的销路，
为来年增产打下基础。

技术赋能，错季吃上
好葡萄

这两年，山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
来，但新品种这边又出了问题：一些
高价买回的葡萄苗仍没结出熟果。

面对其他村民的议论，李楞娃心里很坚定：“换品种本
来就是实验，努力干总会有收获，3 年种不成，就种 6 年，
最后都会改成好品种。”

了解到种植户面临的困难，清徐县农业农村局与各村
建立起常态联动机制，请专业技术人员为种植户普及先进
栽培技术，引导其科学管理。“降雨量大、湿度高的季节，
要防止葡萄患上穗轴褐枯病和霜霉病……”清徐县农业农
村局现代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贾英手把手指导李楞
娃。从栽种、挂果、特殊天气管护，直至收获，都有专人
全流程跟踪服务。

葡萄进入定穗期后，贾英又给李楞娃带来新技术：通
过控产降低葡萄生长密度，种植密度过高会推迟葡萄成熟
期，遇到雨季也更易染病。

于是，李楞娃砍掉几百株产量不高的葡萄苗，从60多
种葡萄苗里选出 35 种精心培育：7 月，“早霞玫瑰”成熟；
8月，“晨香”能采摘了；9月，“阳光玫瑰”味道最好……

“经过技术改良，葡萄摘果期拉长，游客错季也能吃上好吃
的葡萄！”在旅游旺季，李楞娃的葡萄园一天最多能接待
300多名游客，采摘的收入大幅提高。

因地制宜，增加产业附加值

“马峪乡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们利用这一优势，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增加产业附加值。”马峪乡党委
书记黄治国说。

近两年，清徐县先后投资 2000万元，修建了通往葡萄
园的田间小路、为农户统一更换葡萄架、搭建防雨棚……
路通了，景美了，前来采摘的游客更多了。

李楞娃瞅准机会，搞起了葡萄园农家乐——建起葡萄
走廊，廊下支起饭桌，游客们吃着饭，抬头就能望见成串
的葡萄。“县里的同志跟我们说，眼光不要局限于卖葡萄，
要卖出附加值。这下我们尝到甜头了。”李楞娃笑道。

清徐县葡萄文化旅游节、葡萄园“村晚”等各种活动
出新出彩，老李一家也忙得不亦乐乎：承接研学活动、接
待企业团建……增收渠道越来越宽。

看着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李楞娃又琢磨上新的增收
渠道，一家人把庄园内一片陡坡荒地开发出来，新建了四
五幢民宿木屋。“目前正在跟文旅企业谈合作，很快就能正
式运营。”李楞娃说。

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扎实推进，不少地方立足自身生
态优势，发展壮大餐饮民宿、休闲观光等特色产业，实现
农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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