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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麦收中有
一 个 喜 人 的 现 象 ，
那就是“互联网+”
技术和新型现代化
农业技术的推广应
用。

今 年 ， 山 东 省
某合作社负责人郭
加燕共签约了 1.2 万
亩 小 麦 。 收 割 时
节，郭加燕把找农
机企业的任务“交
给”了互联网。在
她 的 手 机 微 信 里 ，
有密密麻麻的 20 多
个 农 机 交 流 合 作
群，今年合作社的
农机将全部从这些
群里招标。

在 今 年 的 麦 收
大 会 战 中 ，“ 互 联
网+”正成为一大亮
点 。 据 笔 者 所 知 ，
很多农民们在麦收
中 用 上 了 滴 滴 打

“ 机 ”。 在 有 的 省
份，农机部门正在
积 极 推 广 “ 农 机
通 ” 手 机 App， 它

借鉴“滴滴打车”模式，实现农机手和
种植户的免费交易，目前已通过该平台
实施作业1万多亩。

除了应用“互联网+”，今年麦收作
业中，农业新技术也令人眼前一亮。

在河南省新密市平陌镇龙岗村，农
民们用起了新型联合收割机。与一般的
收割机不同，这台收割机把麦穗连同秸
秆“吃”进“肚里”的同时，从左后侧
还能“吐出”整齐打捆的碎秸秆。小麦
从收割到秸秆打捆可以实现“一条龙”
作业，捆好的秸秆可以直接装车运到附
近的饲料厂加工成饲料。

还有的收割机还可选择秸秆直接还
田。所以，收割机过后，被机器“嚼
碎”的秸秆直接“吐”到了地里。麦地
里，一道道碎秸秆也成了特殊的“景
致”，焚烧秸秆的现象可以终结了。

各地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如此显著
提升，无疑是得益于中央“一号文件”，
得益于农机合作社建设的大力推进。

在山东，黄泛区农场九分场负责人种
文生介绍说，今年更新换代了一批新型收
割机。这种新型的联合收割机，收割宽幅
4米，一天能收割二三百亩。

“今年新购买的联合收割机，我们在
驾驶室加装了空调，里面温度保持在
24℃—26℃。”在黄泛区农场九分场作业
的机手南满长深有感触：“不像以前那
样，在收割机里浑身都是汗。我的俩外
甥正在作业，驾驶室里面比外面凉快，
他们都不想下来了。”

目前，全国各地农村都在搞农业规
模经营试点，推广农民以田地入股的股
份经营模式，这就为实现大规模的现代
机械化生产铺平了道路。今年麦收生产
中出现的喜人亮点，正展示出中国农业
的可喜进程。

我们为新技术点赞，更为新型中国
农民点赞！

如何保障麦收，也成为小麦主粮产区几
个省近日的工作重点。

在山东日照岚山区，政府特地把农民拉
到区消防大队院子里，培训消防器材的使
用，确保麦收期间的消防安全。

在河南商丘，当地保险公司利用无人机
查勘麦收情况，为当地参保小麦受灾理赔工
作打好基础，确保及时、高效地把党和国家
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科技在让农民和农
机手享受到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保障着他们
的利益。

在河北博野县，当地抓住这几天少雨的
好时机，将全县 600 多台收割机集中使用，
统一调度、统一作业，并组织 14 个农机作
业维修小分队深入夏收夏种第一线，确保顺
利开展。

互联网的力量开始在夏收时节发威，然
而这还远远不够。

在未来，据河北省农机监理站副站长王
素英介绍，他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对全省
的联合收割机、深松的机具全部安装智能终
端设备，实现所有功能。尝到“互联网+
农机”的甜头之后，他们决心让新业态惠及
更多农民。

而在山东，无论“e 田互联网平台”这
个包括了针对种植户的“作业宝”和针对农
机手的“靠谱作业”的平台，还是各级农机
部门正在积极推广的“农机通”手机 APP，
都仍然有着改进的空间，也需要普及到更多
农民中间去。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辽阔的中华大地，各地气候大不相同。尽管

黄淮海地区麦收已然进入收尾，在甘肃灵
台，直到6月11日，一台台大型收割机轰隆
隆进入麦田，才开了陇东麦收的“第一镰”。

而在新疆，麦收尽管尚未开始，但是准
备工作却早已提上日程。5月底，新疆阿克
苏市农机局举办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跨区作业
培训班，对即将参加“三夏”和跨区作业的
62名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进行了培训。培训班
就跨区作业应办理哪些手续、跨区作业注意
事项、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
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与维修、驾驶操作技能等
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农业部表示，各地在抢收冬小麦的同
时，还应组织农机合作社等农机服务组织与
农户对接，提前签订农机跨区作业合同 （订
单），大力推广“小麦机械收获—秸秆粉碎

还田—玉米免耕播种”的一条龙作业模式，
同步开展夏玉米抢播工作。截至 6 月 8 日，
黄淮海地区已投入播种机 63 万台，完成夏
玉米播种8788.5万亩。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的农民刘磊发现，今
年的夏收夏种格外轻松。他的一亩三分地，
用了半个小时就收完了，而且秸秆打捆、土
地耕耙和玉米播种，都交给了农机合作社，
全不用自己操心。这跟过去动辄大半个月的
麦收相比，已是截然不同。

而在这背后，都是当地农机合作社的一
部部手机在操控。夏收夏种，都签了合同，
农民安心享受这种“托管”。

越来越多的农民迎来了夏收夏种的“一
条龙”时代。未来如何，现在难以想象，但
只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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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熟了麦子熟了，，““互联网互联网++农机农机””来了来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

麦收时节，满地金黄，最是中国北方丰收的模样。
白居易曾在诗里这么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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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里，没
有现代化的设备，只能靠人工收割。这首 《观刈麦》，

即是明证。
机械化麦收的时代早已来临多年，但改变麦收形态

的，不只是在地里轰鸣的收割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古老的麦收活动也在逐渐进入“互联网+”的时代。

唯有丰收的喜悦，亘古不变。

在山东潍坊，麦收已接近尾声。公路旁
边看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家，还在晾晒
新收的小麦。大规模的机械作业非常高效，
让这个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地方，甚至出现了
本地联合收割机都有些富余的情况。

尽管白天最高温已经超过 30 摄氏度，
但挡不住农民们为丰收而忙碌的身影。一亩
小麦只用 10 分钟左右就能收割完，粉碎后
的秸秆就留在田里做肥料，农民们开着自家
的车在地头等，联合收割机打开闸门，将小
麦哗啦啦倒入车斗。麦粒饱满，又是一年好
收成。

孩子们显得很是兴奋。看够了机械收割

小麦，这些孩子开始用古老的方式，拿起家
里的镰刀，割一把小麦，点上火烤着吃。火
苗滋滋作响，新鲜麦粒被烤得香味四溢，一
口下去，直喊好吃。

这样的丰收景象，正在举国之内渐次展
开。农业部提供的信息显示，黄淮海小麦主
产省的麦收工作已然全面启动，全国小麦跨
区机收大会战从南到北快速推进，“三夏”
生产进入高潮。截至 6月 8日 17时，全国已
收 获 冬 小 麦 18482 万 亩 ， 超 过 播 种 面 积
54%，麦收进度过半，机收比例达到 90%，
其中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小麦
主产区的机收比例均超过96%。

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自5月26日，比去
年提前1天。据农业部介绍，各级农机化主
管部门全力以赴组织联合收割机、秸秆还田
机、免耕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
产。目前，全国日投入联合收割机数量达到
37.6万台，有 1万多个农机跨区作业服务队
奋战在夏收夏种一线，柴油供应充足，机具
转移顺畅，作业秩序良好，总体进展顺利。

对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小麦主产地区来
说，麦收已经进入尾声。以河南为例，到 6
月 11 日就已收获小麦 7868 万亩，占种植面
积8100万亩的97.1%。

麦收的召唤，也让不少在外务工人员归

心似箭。在山东，从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发
车的热点线路，最近增加了菏泽、郓城等麦
收城市。随着鲁西南方向麦收开始，返乡务
工人员大幅度增加。

让人有些忧心的是阴雨连绵的天气。连
续的阴雨天给今年的“三夏”带来不小的困
扰。中央气象台也于最近发布华北地区麦收
气象预警，认为无论对机械作业还是麦子晾
晒来说，华北大部、黄淮东北部的中到大雨都
会造成不利影响。

公路、石油、气象……所有部门都为麦
收让路，与天抢时，昼夜抢收，把丰收年牢
牢地抓在手上。

68岁的吕玉祥发现自己濒临失业。这位
人称“四铁匠”的山东汶上县义桥镇农民，
子承父业，打了一辈子镰刀。50多年的重复
劳动，让他半小时就能锻造出一把上好的明
钢镰刀。如今他却发现，“时代变了，再快
的镰刀也没了用武之地”。

麦子黄了，买镰刀的老乡却不再来，吕
玉祥见证了科技如何一步步改变麦收。在他
的印象里，1993年开始，汶上县一些种粮大
户用上了手扶收割机和拖拉机，此后，机械
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今年，光是汶上县的夏
收，就投入了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和浇
灌机械4万台套。

失业的“四铁匠”背后，可不只是轰隆
隆的大机器，还有手心里的小玩意。城里人
手机点一下就能打车，如今乡下人手机点一
下能打来联合收割机。

在山东，济宁种粮大户刘洪广手机里装
了一个叫“靠谱作业”的软件，把自家小麦
的作业面积、地理位置等信息上传到夏收大
数据信息处理平台上，仅仅半小时内，就有
4个农机手“抢单”成功。这也让过去开着
联合收割机到处找活干的农机手尝到了甜
头。第一个抢到单子的高洪瑞直言，现在能
及时掌握哪个地方需要收割机，以及哪里距
离自己最近。

“靠谱作业”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雷沃
云服务”平台则及时解决了收割机“撂挑
子”的难题。出故障后，点击“一键报
修”，拍照上传后，服务平台就近安排维修
人员更换零件。据统计，今年“三夏”期
间，使用“一键报修”服务的机手达5万余
人。

“互联网+”为小麦主产区插上腾飞的翅

膀。在几个小麦主产区省份，均是如此。
在河北，该省在全国率先建设了“河北

省智慧农机决策管理信息平台 （河北农机大
数据平台） ”，机手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电
脑、车载 GPS 等多种方式加入平台。据了
解，今年河北省投入夏收作业的联合收割机
有 9.3万台，其中有近 4000台安装了智能终
端设备。

无论农民还是农机手，都对新技术带来
的便利和效率很是开心。河北成安县沙河村
农机手算了笔账，往年，一台联合收割机要
4个人，其中两人轮流开车，两人负责丈量
面积。安装智能终端设备之后，可以自动丈
量面积，不但加快了速度，还减少了两个人
的开销，一举两得。

在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专门为服务“三
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农机手不仅能看到加

油点、维修点和天气预报等服务信息，还能随
时掌握小麦的成熟信息，实现精准对接，避免
资源浪费。当地农机局将地点、时间、面积、
需要的收割机数量和电话号码等信息及时公
布在上面，确保供需方精准对接。

像这样借助互联网的例子还有很多。在
河南郸城县石槽镇，建立了“石槽农机作业
服务平台”微信群，把村干部、农机手、农
业合作社负责人、粮食收购商、秸秆收购商
都拉进来，不但实时调度收割机，还第一时
间联系粮食收购、玉米播种和秸秆回收等
事宜；在河南宁陵县，农民下载“农机通”
客户端，就能在上面很快预约到收割机；在
河南沈丘县，当地农机合作社借助互联网实
现订单收割，只要一点鼠标，就会清楚作业
需求信息。

科技一到，数千年的传统说改就改了。

从镰刀到手机，时代变了从镰刀到手机，时代变了

从南到北，一样的丰收从南到北，一样的丰收

边收获边播种，这是“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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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山东省邹平众林农机合作社
农场在收割小麦。张可荣摄 （新华社发）

▲6月13日，河北省河
间市时村乡南马滩村，收割
机在连夜抢收小麦。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6 月 4 日，河南省洛
宁县小界乡王村农民吕花勤
展示刚刚收割的小麦。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 6 月 10
日，在河南省原
阳 县 桥 北 乡 黄
河 岸 边 的 麦 田
里，一名村民在
收 获 小 麦 。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博摄

▼5 月 25 日上午，江苏省太仓市长
江口旅游度假区何桥村麦浪滚滚，大型
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

计海新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