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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过半，网友点赞夏收过半夏收过半，，网友点赞网友点赞

网 友 心 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泪别泪别！！107107岁女红军逝世岁女红军逝世，，她是她是

一位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英雄一位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英雄》》

网友“温言”

致敬老英雄！老红军是国家的宝藏，长征精神火种不灭，革命精神永存！

网友“空白”

坚定不移的信仰，坚韧不屈的意志，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群最纯粹的
人，是新中国大厦的基石。

网友“时尚”

祝老人家一路走好。我们会铭记老一辈的精神，传承下去。吾辈当自强！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中国发布抗疫白皮书中国发布抗疫白皮书，，这这33点最值点最值

得怒赞得怒赞！！》》

网友“甘”

14亿中国人民同心戮力的奋斗、刻骨铭心的付出，不容亵渎。

网友“颗粒”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在短时间内遏制了疫情蔓延，作出了巨大牺牲，成
果来之不易。

网友“海涛”

“实事求是”是中国抗疫的态度，也是中国抗疫白皮书的态度。中国发布白
皮书不是为了“打嘴仗”，而是为了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还原事实和真相。

网友“爱的云次方”

中国公布疫情信息，及时、公开、负责任，这理应让世界看到。

（栏目编辑：李 贞）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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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
大棚樱桃已成熟上市。当地的电
商企业和果农积极通过网络直播
带货、微商城分销等模式进行网
销，使深山里的大樱桃远销各
地。每年，当地通过网络销售的
大棚和大田樱桃达到 200 多万公
斤，销售额达到6000多万元。

图为燕崖镇燕崖村的果农，
在大棚里对成熟的大樱桃进行网
络直播销售。

赵东山摄 （人民图片）

从南向北，安徽、河南、山东、
河北等省份夏收均已开镰，收割机正
驰骋田间。

“新华全媒头条”做的“我国夏
粮主产区夏收观察”，以文字、图片
和视频等多媒体方式，进行了全景式
总结。“面对暖冬、新冠肺炎疫情、
病虫害等一系列风险挑战，各地通过
超常规助农措施，努力降低疫情等对
夏粮生产的影响，取得了积极而明显
的成效。那一粒粒归仓的收获，是对
耕耘的回报，更是中国应对挑战开启
新局的底气。”

在中央提出的“六保”中，保粮
食能源安全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这
也让今年的夏收，成为网友们格外关
心的一个话题。

正是“三夏”最忙时

三夏是夏收、夏种、夏管的简
称，一般从每年 5 月中旬开始，至 6
月下旬结束。夏收主要是收晒冬小麦
和油菜；夏种是在夏收之后，种夏玉
米、夏大豆、移栽水稻等；夏管是对
春播作物和夏播作物进行田间管理。

宝鸡新闻网报道，6月10日上午，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蟠龙镇西营村，富
民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在进行小麦收割
工作，九台农机具齐上阵，预计半天内
收割完200亩麦地。现场，村民们看着
收获的麦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宝鸡市种植夏粮271.8万亩，其中
小麦 271.02 万亩，预计夏粮每亩单产
306公斤，总产量83.27万吨。

而在整个陕西，到 6 月 6 日，夏
收面积已经过半。据“农林卫视”微
博报道，眼下正值陕西省“三夏”大
忙的关键时期，针对今年全省小麦成
熟期较为集中，东西部地区几乎同步
收获的实际情况，各地大力推进机

收、机播、机运全程机械化作业，同
步推进夏粮收割和秋粮播种。

长城网报道，6 月 8 日起，河北
衡水市475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截止
到6月9日，已收割30万亩。全市农
业农村部门在指导群众做好小麦收获
的同时，还全力做好夏收夏种机具和
农资监管等工作。

衡水市农业农村系统还引导农民
抓住夏播有利时机，开展种植业结构
调整，优化品种结构，适度调减高耗
水低效农作物面积，抓好现代农业园
区和农业生产基地建设，促进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
通联系，对小麦收获期可能出现的阴
雨、大风、冰雹、干热风等灾害性天
气及时预报，并制订落实各项抗灾救
灾措施，努力把可能发生的灾害影响
降到最低程度。

据“新浪山东”报道，在山东德州
市武城县，1300多台小麦收割机已经
进入麦收“会战”。时值麦收时节，田
间地头麦浪滚滚、满目金黄，广大农
户抓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抢收小
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除此之外，当
地还组织协调了 2700 多台玉米播种
机，全面做好农民丰收的后勤保障。

庆祝收获的喜悦

“三天正式结束了夏收，准备种
玉 米 。现 在 我 要 庆 祝 夏 收 喜 获 丰
收。”6 月 9 日，微博账号“直播枣庄”
这样说。在他的微博上，晒出来了自
家做的、可口的饭菜，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

收获的喜悦，遍布中华大地。
据农业部网站刊载，截至6月8日

17时，河南省已收获小麦8362万亩，
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7.8％，河南省麦
收预计6月上旬全部结束。为了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河南省主动探索收购
新模式，综合采取订单收购、预约收
购、错峰收购等方式，鼓励种粮大
户、粮食经纪人预约售粮，普通农户
通过“绿色通道”现场售粮，必要时
可上门收购。此外，大力推广“互联
网＋收购”，通过手机App、微信小程
序等，提高购销自主化、便捷化水平。

“梨视频”发布的短视频中，丰
收的喜悦，洋溢在中学生们脸上。6
月5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首届小麦
节开幕，去年播种的半亩小麦喜获丰
收，放眼望去一片金灿灿。此处是教
学楼前的一块空地，组织学生种小
麦，既可观察麦子成长过程感受生命
意义，又能进行劳动教育。

这一做法，获得了网友点赞。网
友“荷蒙”说，“科学实践活动，多多
益善，让课本知识更加丰富。”网友

“泰迪熊向日葵慕斯”说，“这才是真
正有意义的劳动课。”网友“游鱼与流
云”说，“大家一起劳动，挺有意义
的。”网友“橘漫山野”说，“德智体
美劳，劳动可不能少。”网友“林林可
爱到变形”说，“小时候我也割过麦
子，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从那时起我
就懂得了劳动人民的辛苦。”

学生们既参与到麦收，也敦促着
长辈们，以全新理念进行麦收工作。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赤日
炎炎，麦浪金黄，今年咱们河北的庄
稼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在即！真诚感
谢你们辛苦劳作，辛勤的汗水即将化
成丰收的果实。在进入禁止焚烧秸秆

的关键时期，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
提高对焚烧秸秆的认识……”6月10
日，“河北生态环境发布”官方账号，
发布了14名中小学生代表，以网络签
名的方式，共同给广大学生家长写的
信，以此宣传禁烧知识和环保理念。

科技助“三夏”

“学习强国”报道，在夏收最忙的
季节，承包了2100亩地的河南省商水
县种粮大户邱守先却格外从容自在，
坐在车里，吹着空调，拿手机打开视频
监控软件，所有小麦一览无余。“不用
到地里就能看到小麦熟没熟。这片地
太‘聪明’了。”

他的麦地，位于商水县打造的 5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现代农业
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投入，让这里成
为一片充满智慧的现代麦田。在这里
不仅有一流的基础设施，还配有水肥
一体化、病虫害监测、智能灌溉、农用
直升机等装备，还建设了一座田间气
象站、一座土壤墒情监测站、20 套物
联网监控，农民反而成了“配角”。

“微博济南”官方账号发布，济
南市长清区以智慧农业助力夏收工
作，抢抓农时，提高小麦收割。当地
许多村子现在已经全部采取机械化收
割，此外，很多收割机上还安装了驾
驶辅助系统，可以实现高精准定位，
自动路径规划无人驾驶，大大减轻了
收割机机手作业的强度。

“科学网”发布的视频，展示了
麦收时节的无人作业技术，给“铁疙
瘩”装上“最强大脑”。近日，“北斗
导航支持下的小麦无人收获技术”现
场观摩会在江苏举行。南京农业大学
智慧农业研究院专家团队在田间一线
指导小麦收割，精准助力夏粮丰收。
由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领衔
的这一技术，作为 2019 年农业农村
部十大引领性农业技术，主要包括北
斗导航支持下的小麦无人播种收获技
术、无人机支持下的小麦精确施肥喷
药技术以及物联网支持下小麦智慧灌
溉技术。

看完视频后，网友们纷纷点赞，“科
技无处不在”“科技引导生产力发展”。

而麦收期间的天气预报，也有了
科技的参与。

“夏收夏种期间 5 天逐日滚动天
气”，6月10日，在“南通发布”的官
方微博上，发布了最近5天的当地气
温，并提醒农民朋友们，最近多降水
过程，应该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
夏收夏种工作。

今年，是咸阳农机网首次投入使
用，不管是机手还是农户，只要下载
APP进行实名注册登记，发布作业地
址、面积、收获时间、农机具数量、
联系方式等信息，机手就能第一时间
到达认领地块进行作业。除了网约平
台助力，“三夏”期间机手还会持续
收到手机短信发布的天气预报、收获
进度、安全作业等信息，确保机械合
理流动，抓紧抢收抢种。

河北新闻网上，一组麦收的老
照片看哭了无数网友。照片里，农人
们用镰刀麦收，用三轮车把麦秸拉
回家。“那时候上学的农村孩子都会
放麦收假，回家帮父母割麦扬场，一
年辛苦的收获就从这里开始。蔚蓝
的晴空下，金黄的麦田随着滚滚热
风掀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浪，一眼望
去，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一幕，我们这代来自农村
的网民，大都有着深刻的记忆。
所以对于今天的麦收，反而感到
有些陌生了。因为今天许多地方
的农民，已经可以在手机里遥控
指挥，实时看到麦收景象。与之
相应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形象，也在不少地方大为改善。

科技创新实实在在改变着夏收
这一延续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也正
因如此，一向以爱关注新事物著称
的网民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地
面上，收割机轰鸣；天空中，无人机翱
翔；人手里，手机APP指挥着这一切。

我 们 见 证 了 这 个 变 化 的 过
程。20 年前，麦收时，手持镰刀
收割还是常态；后来，有了收割
机；再后来，有了联合收割机，
不但能收割，还能当场脱粒；如
今 ， 有 了 物 联 网 ， 有 了 智 能 灌
溉，有了自动检测仪器，科技元
素贯穿种小麦到收小麦全过程。

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带来
的好处。人们的双手被大大解放，
过去一户农民种十几亩地算不少
了，如今动辄看到种植数千亩地的
职业农民；有了科学帮忙，每亩产
出不断增加；有了合理预测与安
排，恶劣天气、干旱少雨等因素对
收成的影响大大降低……

我们更要拥抱未来更多的变
化。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
国来说，粮食安全永远都是非常重
要的，而确保粮食安全，一定需要科
技进步持续发力，
一定需要我们挥洒
更多“聪明”的汗水
到耕地上。

我 们 期 待 着
这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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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当地土家族织锦企业一方面加大国内
外市场产品销售推广力度，一方面积
极与电商平台对接，通过网络直播的
方式向消费者展示土家族织锦加工制
作过程及各类特色商品，提高产品关
注度和销售率。

图为6月10日，在乖幺妹土家族
织锦基地，织锦工人利用网络平台展
示土家族织锦制作过程。

吴勇兵摄 （新华社发）

6月8日，联合收割机在河北省南和县闫里乡闫里村麦田进行夏收作业。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6月 9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春浮园田园综合体生态荷花种植基地，
农民采摘莲子。 邓和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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