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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已过，芒种将至，麦田已到成熟季节。

茫茫华夏，沃野千里，麦浪滚滚，机声隆隆。

近日，一场动用 !"多万台联合收割机

的“三夏”麦收战役，已经从河南省

南阳市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运动战，北方

麦收南起河南，北到黑龙

江，纵横 #"""

多里，由南至

北，层层展开。

这是一场持久战，!"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将

从 $月起，驰骋在华夏大地的麦田中，历时近

%个月，才能全面完成。

这又是一场拉锯战，在这期间，旱涝虫灾，

威胁着硕果累累的麦田；阴雨冰雹，敲打着收

麦人的耐心。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不禁感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将军

指挥过如此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中国麦收的

壮景，堪称世界奇迹！”据悉，在世界军事史上，使

用机械化作战部队最多的，当属二战时期

的苏德战争。当时，苏德两军总共出动

的坦克最多也不过 &万辆。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见

证 这 场 中 国 麦 收

“战役”的展

开，请看———

中国开镰 世界奇观

四十万台“战车”
投入麦收会战

严 冰 黄 达 张 瑶

$ 月
底，在河南
省南阳市确山县
任店镇王庄村，放
眼望去，金灿灿的麦
田沐浴在阳光下，暖风
吹过，麦浪如涟漪般荡开。
一棵棵小麦硕果累累，长势
喜人，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抢收小
麦，农民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目前主产区小麦亩穗数和穗粒

数已经确定，其中亩穗数比去年略增，穗
粒数持平。千粒重正在形成过程中，增加
的趋势明显。”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
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从目前来
看，土壤墒情适宜、茎蘖头数充足、个体生长
健壮，气象条件有利于小麦提高单产。”

目前，各小麦主产区正陆续开展麦收工
作，河南省南阳市、驻马店市、平顶山市，安
徽省天长市，山西省运城市都已开镰。山东省、
河北省等待收区也在做麦收前的最后准备。黑龙
江省作为国有大农场的基地，其中二道河农场是
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谷物农场之一，有
'#"""亩麦田。各省还签订了农机具合作协议，将
会互相派送联合收割机到各省合作收麦。

据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介绍，今年全国
夏粮面积达 !('$亿亩，比去年增加 )*多万亩。目前
冬小麦长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入春后气温回升快，
光照充足，关键生育期出现几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利
于作物生产发育和产量形成。
“我种了一亩半小麦，以前每年几个人割割、拉

拉、打打，得三四天时间才能把小麦收完。今年用收割
机收，四五十分钟就全部收割完毕。”南阳市南召县留
山镇黄楝村村民王恒开心地说。

原来，南召县地处山区，地块小，沟坎多，收割机
下不了田，过去收麦都靠人工。去年，南召县政府积极
组织农机部门，结合国家农机具补贴政策，引进适合山区
的小型收割机。南召县的收割机机车师傅姚公武在麦收时
干得特别起劲，他介绍说：“我们都是连明彻夜地干，一

天能割四五十亩地。”
机械化收割不但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更是大大提

高了效率。一个农户从收麦到播种一般只需两三个小时，
小麦主产区县域内的收割时间由半个月缩短为一周左右。

据统计，今年麦收全国将会有 !*多万台联合收割机进
行跨区作业，车队 $月底进驻河南省割麦，#月中上旬前往
山东省、河北省等地区，)月份会前往东北。

那么，这些收割机都由谁来管理？他们如何跨区作业？
为此，我们拨通了山东省青州市农民黄传友的电话，

他介绍说：“机车都是个人从农机公司买的，每到麦收季
节，政府会组织一部分机车前往河南、鲁西南地区进行割
麦，一些个人也会结伴前往。”

笔者了解到，国家规定现在购买农机具都有一定的补
贴。村民买了之后拿着证件到银行，就可以直接获得补
贴。而且油价涨了之后，现在还有了油补。具体的数额各
地都不太一样，但都是按照一定比例补贴。

对于跨区作业，山东省青州市的机车师傅李洪宾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以前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开
着收割机去河南收麦，搭块毛巾，装瓶水，穿个背
心，哪里有麦田，我就去哪里收。一般 $*元一亩，
‘三夏’期间我大概能挣 &+%万元。”

据了解，&,,- 年中央 ' 号文件提出将先进适
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
的农机具纳入补贴目录，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
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
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薛亮表示，农
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
业现代化的必然需求，符合我们国家的经济
发展规律。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总趋势越
来越好，机械化作业比例不断提高。在小麦
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全程机械化的时候，
其他作物的机械化发展速度也很快，总
体上朝着全程机械化发展。

中国工程院汪懋华院士指出，目
前中国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到 &,&,年，中国农业综合机
械化水平将提升至 ),/以上，到
&,%,年，该比例将提升至 .,/

以上。他认为，到那时，中
国的农业装备制造业将持
续稳定快速发展，产品
国际竞争力与科技创
新能力将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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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收割如火如荼
"

“空心家庭”怎么办

#

“麦客”的前世今生

虽然麦
收正进行

得如火如荼，
但与此同时，一

些问题也暴露了出
来。其中，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的
“空心化”问题尤为突出。
据了解，国际劳工组织把

劳动年龄人口中 !$岁以上的劳动
力划为老年劳动力，当劳动年龄人

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 '$/以上
时，则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年末，
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 !'!$, 岁的已占

&%('/，$'岁以上的占 %&($/，远远超过了判
断劳动力老龄化 '$/的国际标准，“老人农业”
现象凸显。
另外，我国还有 #,,,多万留守儿童，主要集

中于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三夏”麦收期间，由
于劳动力的缺乏、农时紧张和天气状况多变，麦收成
为这些地区留守儿童家庭的一大难题。
为解决留守儿童家庭的麦收问题，山东农机部门与

农机企业组建了国内首支留守儿童家庭爱心机收作业队，
为粮食主产区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免
费麦收服务。而一些农机公司也主动献爱心，福田雷沃重工
组建了爱心机收队专门为河南、山东等省区的部分留守儿童
家庭提供免费的麦收服务。奇瑞重工也从去年起组建了“奇瑞
谷王公益收割队”，免费为农村贫困家庭进行麦收。
“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增长农业发展的后

劲，还是得‘内外兼修’，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

下工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纪志耿
说，“应像对待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一样，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民种
植的补贴力度，不仅要补贴水稻、小麦、玉米，也要补贴大豆、马铃薯、
棉花等小品种农作物，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在收麦时，虫灾阴雨也会对小麦造成大量损害。小麦成熟偏晚
地区会有白粉病、黑胚病等病虫害的发生。

对此，郭天财说：“夏粮生产后期，要格外注意防病治虫，做好‘一
喷三防’。小麦主产区还要防范干热风和烂场雨。‘一喷三防’到位是今
年小麦病虫害防控的利剑，对有效控制穗期病虫危害、保持根系活力以
及促进小麦灌浆成熟、增加粒重极为有利。”

据了解，今年中央财政专项安排 ')亿元，对 %(!亿亩小麦实行“一
喷三防”全覆盖，河南省各地也在高标准粮田建成区、高产创建万亩示
范方内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

冬小麦主产区的“一喷三防”，是在小麦生长期使用杀虫剂、植物
生长调节剂、杀菌剂、叶面肥、微肥等混配剂喷雾，以防病虫害，防
干热风，防倒伏，增粒增重，确保小麦增长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

为缓解降水对小麦造成的损害，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也利
用短信发布平台，免费向农机手发送即时小麦机收市场信息和气象预
报预警信息。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白道口镇东小寨村村民李进平得知
自己的手机可以免费接收机收信息和气象预报信息后说0“现在有了
‘导航’系统，天气信息、机收信息可以全面掌握，避免了跨区作
业的盲目性，增强了应对降雨天气的能力，实在是方便。”

笔者感言：

每年麦收，都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农民们投入了资

金、付出了汗水，注入了精力。但是，这又是一场收获的

战役，他们收获了粮食，体会了艰辛，感悟了真谛。

从河南到黑龙江，他们对劳动有了更深的领

悟。是他们洒下的辛勤汗水，保证了十亿人民的

口粮，成就了粮食产量的“九连增”；从河南到

黑龙江，他们对节约有了更深的感触。那一粒

粒盘中餐，不仅是辛苦劳动所得，更是生存的

根基和希望。

从古至今，“三夏”战役，他们打过了

无数场。过去，都是“田家少闲月，五月

人倍忙”，“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而今天，农村不仅取消了农业税，更用

机械化的联合收割取代了手工镰割。效

率提高了几十倍，损失减少到最低。

麦收，再不像从前那么辛苦疲倦，

而是充满了收获的欢声笑语。

每当此时，本文作者之一黄

达都会想起当了一辈子农民的

爷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每当我看到热气腾腾白面

馒头出锅时，都会想起曾

经麦收时的情景，虽然

辛苦、劳累，但我心

甘情愿，苦中有

甜。”

在 唐 代
诗人白居易的

《观刈麦》 中，描
写过古代劳动人民麦

收的场景：“妇姑荷箪
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

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
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

热，但惜夏日长。”可见，在没有
机械化耕作的时代，小麦都是靠人

工收割的，而且往往是不分男女老少，
全家一起上。
“过去的时候没有收割机，拖拉机也很

少，我们一般都是用镰刀、木耙、大扫帚等农具
收割小麦，这样割很累，效率也很低。因此，那时候

有一些人专门从外地来帮农户收割小麦，我们支付他

们一些费用，这些人就是‘麦客’，他们也是用
镰刀割。”黄传友对本报介绍说。
如今，用镰刀割小麦已经成为了历史，原来的“麦

客”，也变成了“机械麦客”。这个“机械”，便是联合收割机。
联合收割机，全称叫谷物联合收割机，在上世纪

$,年代初被称作康拜因，能够一次性完成谷类作物的
收割、脱粒、分离茎杆、清除杂余物等工序。

谈起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的过程，黄传友很是熟
悉，他说：“小麦成熟后，自己找联合收割机，一般村里的
不够用，都是找外地来的。割完之后回到地头上，按按钮
让麦粒流到事先预备好的带斗篷的汽车或三轮车车厢
里，然后再运走。装运的车是专门在地头上跟着的，自己
家有就用自己的，没有就用人家的，通常是 %,元运一
车。运回家后，再拉到村里的路上去晒。”

那么，收回来的麦子去向如何？黄传友说：“收
回来的麦子都是农户自己先屯着供自家食用，等大概
秋末到元旦期间，国家粮食储备库会开库收粮，那时
会有人专门来村里收小麦，我们再把吃不完的小麦卖
出去。我们这里一般卖出的比自家食用的多 %+$倍。”

其实，以前的“麦客”几乎都是因生活所迫在农
忙时离家，通过替人割麦来填补家用，类似于现在的农
民外出打工。而且生活工作环境恶劣，经常露宿在村镇
的一些屋檐下，甚至是露天，如同难民，偶尔才会夜宿雇

主家。在饮食方面，一般雇主都会管饭，
因为夏收时间紧，工作强度大，一般饮食雇
主都会善待，但也有例外，有些吝啬雇主会敷衍。

对此，李洪宾说：“现在到外地去收割麦子都是
自己解决伙食，主要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需要为

生
计 考
虑。住宿
也不像以前
那样露宿，而是
住在宾馆里。而且，
政府还为他们开通绿
色通道，免收过路费等。”

据了解，河南省农机局
与交通厅联合核定 - 万张农机
跨区作业证已免费发放给农民机
手，可凭证享受通行费减免政策。而除
免收过路费外，各地农机部门也积极协
调石油石化部门保障用油供应。今年江苏农
机局就与中石化江苏分公司联合设立了 ),,

个农机用油定点加油站、开辟了 #,,多条为农机
加油的绿色通道，增加农机作业用油储备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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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林 文摄

农忙 王天定摄

开镰 林 文摄

5月 27日河南确山县王庄村农民正

在收割小麦。 王天定摄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