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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丰天下安。
从长江之滨到黄河两岸，从潼关到山海

关，我国广袤的大地上，收割机钢铁洪流奔
涌，一粒粒金黄的麦子正颗粒归仓。经历 7
个月的耕耘，夏粮主产区陆续迎来收获。

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占我
国口粮的四成，夏粮丰则全年稳。从播种到
丰收，河南、山东等主产区迈过抗秋汛、促弱
苗、防病虫、防干热风等一道道关口，种植面
积和产量保持稳定。

在高起点的又一个夏粮丰收，让中国人
把饭碗端得更牢。

稳面积提产能：全年“粮袋
子”有保障

山东阳谷县阿城镇常楼村，去年的水洼
地里现在一片金黄，麦浪滚滚。

“前两天县农业部门来测产，说一亩地能
打到1300斤，比正常年份还要高100多斤！”种
粮大户常绍兵说，受黄河秋汛影响，他承包的这
150亩地直到去年12月初还没播种。在农技人
员的建议下，常绍兵采用了覆膜种植新技术。

从发芽、分蘖、拔节、吐穗到临近收获，每
个阶段的小麦长势都出乎常绍兵的意料，即
将到来的高产更让他喜上眉梢。每亩地 80
元的地膜投入，太值了！

天灾面前人努力。尽管去年山东冬小
麦播种普遍推迟半个多月，但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数据显示，今年山东应收小麦面积 6003
万亩，比去年高出12万亩。

在秋汛、农资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面前，
夏粮主产区迎难而上，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产量不减。

8500余万亩，这是“中原粮仓”河南去年
的冬小麦播种面积，与往年基本持平。

河南省委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马万里说，部分受灾地区苗情曾偏弱，当
地坚持积极作为、精准施策，分区域、分地
块、分品种、分节点加强田间管理，全力促进
苗情转化升级。

河南新乡卫辉市上乐村镇种粮大户王现
柱流转的耕地位于蓄滞洪区，去年全部被淹。
在拖拉机都“寸步难行”的土地上，他种下了66
亩小麦。丰收在即，王现柱难掩喜悦：“去年墒
情好，今年天不错，一亩比往年还多打200斤！”

灾年播种面积不减，为稳定夏粮打下了
坚实基础。各主产区正全力以赴打好麦收决
战，奋力夺取全年粮食生产的“开门红”。

400万台（套）农业机械、400多个跨区机收

接待服务站点、5万张农机跨区作业证、1460座
农机保供加油站……在河南，一张为三夏“决
战”铺就的服务大网，为中原丰收保驾护航。

在山东，28万名农机技术人员和农机手
正在挥汗奋战，农机龙头企业潍柴雷沃 2200
辆服务车与4500名服务队员正忙碌在各收获
区域，保障各类机具高效运行。

为农机人员提供绿色免费通行、免费核
酸检测、优惠价格加油，对无法返乡农民、无
法下地农户和困难家庭提供应急抢收志愿服
务……一项项保障服务措施精准发力，加速
夏粮收获。

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经过半。截至6月
10日，河南小麦收获面积已突破8275万亩，约
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7%；山东麦收完成 2743
万亩，占比45%，进入收获高峰期。

在农业农村部牵头倡议下，河南、山东、河
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等八省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签署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抗灾救
灾合作协议，共同应对区域内旱涝灾害、极端
天气等突发情况，确保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过“三关”保质量：减损造出
“无形良田”

数穗数、查粒数、算产量……在山东德
州夏津县雷集镇穆王庄村，忙活一上午之后，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华悬着
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小麦长势很好，亩穗数比常年高，一路测
产过来没有倒伏的小麦。”他说，尽管前期受到
秋汛晚播、苗情偏弱等影响，但在科技壮苗措

施推动下，小麦个体壮、群体足。
“促弱转壮”“虫口夺粮”“龙口夺粮”……

夏粮生产“闯三关”，关关不易。
在河南省邓州市 3.5万亩国家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看到 602公斤的小麦
预测产数据，邓州市农技中心主任冀洪策也
兴奋起来。

“预期产量比去年还要好，全市今年能增
产 2%左右。”回顾这季小麦的生产，冀洪策掰
着指头说，每个生长阶段他们都要对 600个
左右的样点进行监测、调查，并抽样进行麦田
土壤墒情、农业损害、农情信息等调查，让技
术指导更精准。

从“丰收在田”到“丰收归仓”，控制农业
机械收割的损失是关键一环。

6月 2日，在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刚被
收割机“剃”过的麦田里，裁判员框出一个个
测评区域，将秸秆碎末捧进簸箕，逐粒寻找隐
藏在其中的麦子，装进纸杯。

这是一场比拼“更少”的比赛，在籽粒水
分等作业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漏得更少、用时
更短的机手才是胜出者。

看到裁判组的“收获”寥寥无几、有的测
评区域只找到几粒遗漏的麦子，山东省农业
机械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马根众笑了。这场机
收比武的结果，让他满意。

“如果每亩小麦收获时少损失10斤，山东
6003万亩冬小麦就能挽回6亿斤粮食，这是一
个很可观的数字。”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
械化管理处二级调研员王丰勇说。

他介绍，山东坚持“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

是增收”，继续深挖机收减损潜力，组织开展机
收减损大宣传、大培训、大比武活动，力争全省
正常条件下小麦平均机收损失率降到 2%以
内，“能多挽回一斤是一斤”。

稳价格提信心：“压舱石”进
一步夯实

“今年大丰收，一亩能打 1300斤小麦，一
斤价格 1.5元，一亩收入 1950元。”坐在地头，
河南南阳唐河县种粮大户赵建成算起了账：

“除去每亩成本700多元，再扣除半年的地租，
光是夏粮，每亩就能挣七八百元。”

七年前，当地一些村民因为种地“不挣钱”
选择外出打工，委托赵建成帮忙种地。一路走
来，他逐渐掌握了规模经营的诀窍，种地收益
稳步上升，带动了一批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
种植规模。

农业生产机械化、智慧化程度持续提升，
也让粮食生产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确定性。

临近收获，山东德州多地持续出现 35摄
氏度以上的高温，且有重度干热风。夏津县种
粮大户李庆杰却一点也不担心，田间安装的智
能喷灌系统正在给小麦“解暑”。

这套系统是夏津县今年重点实施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水肥一体化项目”的一部分。它依
托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农
业科技系统，接入土壤检测、小型气象站、卫星
遥感等数据资源，可实时获取水、土、气信息，精
准感知农情。据测算，应用“水肥一体化”灌溉
设施，小麦、玉米亩均增产10%至15%。

中央财政下拨夏粮小麦促壮稳产补助资
金16亿元，下达资金300亿元为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补贴，投放100万吨国家钾肥储备……国
家层面的一系列部署，只为确保全年粮食产量
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粮食丰收有底气，农民增收有信心。今
年，国家继续在部分主产区实行小麦和稻谷最
低收购价政策，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
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全面提高。

“这些年人工成本、农资不断上涨，但国
家对粮食生产越来越重视，小麦、玉米的行
情也一直不错。”山东高密市种粮大户王翠
芬说，如今种粮省时省力省心，农民的好日
子有奔头。她的儿子儿媳也回到家乡，和她
一起种地。

抢收小麦的同时，玉米的播种也在同步
进行。农民种粮干劲十足，让稳住中国粮有
了更坚实的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压舱石”
正进一步夯实。 新华社

58岁的王志成是河北邯郸曲周王庄村的种地“老把
式”，最近他承包的 550亩麦田即将收获。

“别看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小麦，但要求的技术可不
低。”王志成说，2016年 3月，他购置了小麦联合收割机，但
发现转速高了油门跟不上容易熄火，转弯太快部分小麦收
割不到，有的地块小麦长势好，有的地块小麦长势略差，前
进速度相同机收率相差不小……

好在曲周县近些年都举办职业农民培训班，他报名参
加后，发现驾驶小麦联合收割机，有些类似驾驶手动挡汽
车，需要不断观察“路况”，对不同长势、不同坡度、不同种
植方式的农田进行针对性调整，让机损率降到最低。

2020年，县里农民培训班讲授了植保无人机的使用方
法，王志成和不少农民用了不到一周就拿到了相关证件，
回家后他立即订购了几架无人机。“真是考证容易实践难
啊，一下地才知道飞行速度、飞行稳定性、飞行高度很难同
时把握，不得不又找专业机手来帮忙，他们一边操作我一
边学习，直到今年 3月，终于能熟练操作了。”

有专业的农机组织为何还要自己来？王志成说，他 16
岁就下地干农活，年轻时最不愿意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
太辛苦，但没别的本事。13年前，他突然尝到了“科技种
粮”的甜头，开始离不开庄稼地，越种越有劲。

中国农业大学 20世纪 70年代在曲周县改土治碱，第
二代试验区就在王庄村，后来在曲周建立实验站，离王庄
村只有 2公里。王志成经常远远看到各种机器设备在农田
中运行，本以为这些离生活很遥远。“2000年以后，村里不
少人开始外出务工，一些人的农田委托他人耕种。2009年
我成立了合作社，开始流转别人的农田，没想到一开始中
国农大的老师就来帮助我，告诉我大面积耕种的注意事
项。”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曲周实验站副站
长张宏彦说，得知王庄村有了合作社，当年他们在小麦播
种期就来到合作社种植的地块，看到田间麦垄不够宽，可
能会影响小麦生长的透光、透风，导致小麦产量降低，就建
议王志成改变种植方式。但当时王志成相信自己的经验，
于是选择了两个相邻的地块进行比较。结果，在收获时王
志成主动跑来要拜师。

此后，王志成对中国农大的各种机械产生了浓厚兴
趣，还把参加展会、培训、考察作为提升自我的一个重要手
段，多年来到过全国 10多个城市进行自我“充电”，流转的
土地也从刚开始的 100多亩增加到 550亩。

王志成说，见的越多越感觉自己知识匮乏，各类农业
现代化技术层出不穷，必须不断学习掌握其中精髓，才能
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各类农机进行改装，从而在
连年丰收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粮食产量和质量。

类似王志成这样的新型农民在我国越来越多，农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在各地大量出现。“三夏”期间，河北省组
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夏玉米播种机等 200万
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其中不少机械的熟练操作者都是种田“老把式”。

目前，王志成的合作社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同时各种型号的扳手、钳
子、螺丝刀等也随处可见。王志成说，几乎每台机械上都有他整合组装的印记，如在
小麦收割机上安装开沟器、犁地机上加装附犁等，最让他得意的是玉米播种机上巧
妙设置了清垄器。

“我在玉米播种机第二开沟器的上方安装清垄器，不仅有效防止了害虫对玉米
的危害，还能控制玉米播种的深浅度，而且该播种机播种的玉米根部附近没有杂草
生长，为玉米的茁壮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王志成说，这个技术还获得了专利。

曲周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洪祥说，近年来农机开始由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变，
看似各项操作难度降低，实则对设备拥有者提出更高挑战，如何充分利用各个设备
发挥最大效益、如何对设备进一步改造提升其作用等，仍然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农
业也需要“活到老，学到老”。 新华社

本报讯（通讯员 房正 刘永霞 许志浩）“没想到今晚
上能看到这么多的‘手造’产品，鲁锦、泥塑、烙画、剪纸
……看得我眼花缭乱，头一次知道鄄城有这么多有传承、
有文化、有内涵的传统手工艺。”在鄄城县人民广场逛非遗
购物节的市民李倩说。6月 10日晚，鄄城县“山东手造·尚
品鄄城”非遗购物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手造”产品
琳琅满目，“手造承文化 非遗绽光彩”“享受手造美 体验慢
生活”等条幅迎风招展，市民一路看、一路赞，时不时付款
购买。

此次活动是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将鄄城县的手造产品、非遗产品、老字号产品
采用摊位进行集中展销，其中包括鲁锦、手工插画、泥塑等
传统制作工艺，旨在推进“山东手造”工程建设，进一步增强
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剪纸是非常重要的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我希望通过
这次话动让大家认识剪纸，学习剪纸，让这民间艺术更好
地发扬和传承。”在现场剪纸的孙纪岭告诉记者。

“我们从服务和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促进文化高
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举办这次

非遗购物节活动，一来让手造产品在生活当中得以体验、
得以传承、得以弘扬，二来也是响应国家政策，拉动疫情后
的经济复苏，打造独具特色的夜间消费模式，逐步增强城
市夜间活力，提升群众幸福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
沉静介绍。

在鄄城新达发制品有限公司摊位，主播正在进行直播
带货。人发作为“鄄城手造”的代表，积极融入“山东手造·
创艺菏泽”品牌建设。鄄城县利用专业资源优势，精准对
接市场生活化、时尚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推出更多既体现
传统技艺又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手造精品、“爆款产品”。

在“千年古县”鄄城，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延续几百上千
年，形成的“鄄城手造”遍布城乡。鄄城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
着力打造“手造”品牌，排查出鲁锦、砖塑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3项、省级15项、市级44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人、省级6人、市级54人；老字号产品5个、特色产品20个。

据了解，鄄城县将利用好非遗手造资源和研学基地，
建设一批山东手造街区、展示场所、体验场景，推动“山东
手造”进景区、进商超、进学校、进文明实践中心，加强非遗
传承与发展，做好“非遗手造”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本报讯（通讯员 冯迪）鄄城县
临濮镇强化党建引领，创建“党辉濮
照”党建品牌，不断提升基层党建能
力和水平，让基层党建活起来、强起
来。

“党辉濮照”创新工程。为加快
“党辉濮照”党建示范片区建设，临濮
镇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牵头流转土
地 1300余亩，与本地龙头企业天润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投资 1.8亿
元的种养殖一体农业产业园项目。
计划种植 300亩的草莓、葡萄，600亩
中药材白芷、红花；建设养鸭大棚 50
个、存栏量 55万只、年出栏 385万只的
规模化养鸭基地。截至 2022年 6月，
该项目 30个草莓大棚已建设完成，20
个葡萄大棚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全部
建成后，预计带动周边群众100多人就
业，增加村集体年收益20万元。真正实
现以党建为引领、整合资源、联村共建、

“融合驱动发展”的新格局。
“党辉濮照”强基工程。针对全镇

9个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破旧问题，临濮
镇把握有利政策，采取上级补、财政
担、村级筹的方式，对 9个村级党群服
务中心进行重建。目前安庄、柳洼已
封顶，刘屯二层正在建设，许庄、东街
地梁已打，北街、北董庄已完成清障，
其余正在加紧进行。同时对于各村党
组织基层党建材料记录不规范的问
题，派人现场指导，对各村存在的实际
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行建议，帮
助各村党组织规范党建制度。

“党辉濮照”经济工程。临濮镇
根据各村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契合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北
董庄村党组织通过领办合作社签订
500亩种植示范基地项目，项目完成
后，可带动 45人就业，每年为村集体
增加收入 12万元。楼子庄村党组织
通过领办合作社签订 500亩大蒜种植

项目，目前已完成种植，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1万元。
“党辉濮照”奉献工程。为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提高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临濮镇组建 42支党员志愿服务
队，通过开展一系列“奉献”活动，展现党员风采。疫情防控党
员志愿服务队“逆流而上”，通过宣传防疫知识、维持核酸检测
现场秩序、动员群众接种疫苗等方式，展现党员乐于奉献的精
神；孝善党员志愿服务队走进困难群众家中，送去生活物资，
展现党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农村环境治理党员志愿服务
队拿起工具，带头打扫村内大街小巷卫生，展现党员为人民服
务的使命。

从夏粮收成看“压舱石”如何筑牢
—— 小麦主产区豫鲁丰收一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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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手造·尚品鄄城”非遗购物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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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鄄 城
上图：民间艺人现场制作展示泥塑作品 右上图：市民在活动现场购物
右中图：商家直播带货销售 右下图：顾客试戴发制品头套

55月月 2626日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张湾村拍摄的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日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张湾村拍摄的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现场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张浩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