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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璐

当前，山东全力奋战
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工
作，确保6012万亩小麦颗
粒归仓。记者从山东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夏粮收获
进入作业高峰期，截至6月
12日下午5时，全省已收获
小麦4012万亩，占应收面
积的66 . 7%。

机收大比武

力争减损增收

6月6日，芒种节气，在
临沂市临沭县店头镇的一
片麦田里，随着一声令下，
10名农机手分别驾乘联合
收割机冲入麦田，全省小
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拉
开帷幕。这标志着山东省
小麦自西南向东北、由零
星收获转向集中收获。

作为我国第二大小麦
主产区，从去年开始，山东
省每年选十个县组织开展
省级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
比武活动，小麦单季种植
面积50万亩以上的县市，
实现大比武活动常态化、
全覆盖。同时在全省460多
个乡镇开展机收损失监
测，对损失率偏高的及时
提醒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今年山东深挖作业潜
力，持续打好机械化促增
产攻坚战，确保夏粮丰收
到手、颗粒归仓。“三夏”期
间预计上阵150万台套农
业机械。其中，小麦联合收
割机19万台、玉米播种机
24万台。为了助力高效收
获和机收减损，今年，山东
省首次把农机自动驾驶系
统和北斗导航系统纳入补
贴范围，力争把小麦机收
损失率降至1 . 5%以内。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农情调度，截至6月12日下
午5时，全省应收小麦6012

万亩，已收4012万亩（日收获636万亩），占66 . 7%，
其中机收3997 . 5万亩，当日上阵联合收割机10 . 3
万台。全省应播玉米5425万亩，已播2602万亩（日
播种499万亩），占48%，其中机播玉米2577 . 5万
亩，当日上阵玉米播种机9 . 9万台。

应对麦收，12个单位组建工作专班

“麦熟一晌，虎口夺粮。”抢晴天、战阴雨，山东
全力组织做好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工作。农业部
门与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气象等12个单位组建了
全省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应急处置工作专
班，制定了《全省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应急处
置预案》，省市县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跟踪
监测天气变化，坚持麦收一天不结束、工作一天不
放松。

为了全力加快进度，力争减损增收，各地落实
小麦联合收割机超限运输审批服务“绿色通道”，
优先保障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运输车辆便捷通
行。全省450多个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及时为外
来机车做好信息服务和作业引导，确保来得了、有
活干。设立700余座农机用油保供加油站，开辟农
机专享绿色通道，落实落地省内省外机手同享5%
用油优惠等政策。依托全省1331个农机应急作业
服务队，歇人不歇机，突击抢收小麦，确保成熟一
块、收获一块；针对农田积水泥泞情况，抓紧创造
适宜作业条件，统筹协调适用机具供给，努力实现

“机等田”，做到适收快收。
为了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确保颗

粒归仓，山东坚持未雨绸缪，指导各市县发布烘干
服务网点地图，按照省内共享、省际互助、远近结
合、多方互动的原则，制定应急抢烘工作方案，协
调各有关部门做好燃料支持保障，允许应急使用
燃煤、生物质等固体燃料，必要时通过分段烘干等
方式加快抢烘进度，一旦需要迅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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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钟建军 吕奇 李雯娅

田间好“丰”景
小麦收获忙

麦收时节，满目金黄。6月11日，莱州
市沙河镇北王村连片小麦遍地金黄，沉甸
甸的麦穗随风摇曳，发出沙沙响声。

麦浪滚滚，机声隆隆，一台台大型
收割机正在麦田驰骋穿梭，一垄垄成熟
的小麦被卷进机器，小麦收割、麦穗脱
粒、秸秆还田等一气呵成。

望着颗粒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仓
门倾泻而下装入货车，北王村农户王启
春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我这
麦穗长得多好，个个‘龇着胡子、歪着
头’。”71岁的王启春拿着一捆麦穗笑着
说，“今年雨水少一些，我浇了好几遍
水，可没亏待它。”仅用了一个小时，王
启春的8亩小麦就收割完了。

随后，收割队来到农户王丰荣的麦
地，她指了指麦地的边界后，收割机开
始作业。十几亩小麦，一个多小时就收
割完了，金黄的小麦直接运送到她家门
口，她将麦子铺展开来晾晒。

不管大块地还是小块地，早已见不
到农民手拿镰刀割麦的场景，如今都是
机收小麦。“以前是用手拔麦子，后来用
镰刀割，再后来就是简易收割机，现在用
的是联合收割机。”说起这些年麦收的变
化，小麦种植大户王伟东感叹说，从耕地
到种植再到收割，早已实现机械化，农民
现在种地比以前轻快多了，可以说“人努
力天帮忙，科技带来丰收粮”。

农机手从早忙到晚
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麦收期，除了丰收带给农民的喜
悦，农机手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候。他们从早忙到晚，一天只睡四五个
小时，午饭都是在驾驶室里对付两口。

农机手卜祥俊驾驶着联合收割机
穿梭在麦地里，忙得根本没时间下车。
每年麦收期，他都从东北乘飞机来到莱
州市，驾驶着合作社的收割机帮农户抢
收小麦。他们临时组成的小组有3个人，
他负责驾驶农机收割小麦，另两人分别
负责联系种植户以及开货车运送，把收
割好的小麦运到农户家。

忙了一上午，直到中午12点多，伴
着收割机的轰鸣声，卜祥俊坐在收割机
驾驶室里吃馄饨。“对付吃两口得了。”

卜祥俊说，麦收期时间紧，吃完得赶紧
收麦子。“早晨6点出来，晚上9点回去。
回去还要修车，忙活到半夜，一天只能
睡四五个小时。”卜祥俊说，麦收期间，
他一直是这个状态，要持续20多天。

不光是卜祥俊，还有不少外地农机
手特意赶到莱州市。来自黑龙江的农机
手张勇已连续来了十几年，他驾驶收割
机一天能收割150亩左右。

莱州市神堂建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陶启平称，合作社里有20多名农机
手，半数以上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只干麦
收这一段时间，20多天能挣八九千元。

小麦亩产1100多斤
和往年差不多

莱州作为烟台小麦主产区，是烟台
小麦种植面积最大，单产、总产最高的
地区。今年，种植大户的小麦产量如何？

在莱州市虎头崖镇神堂村，看着颗
粒饱满的麦粒，陶启平笑着说，他自己
种了200多亩小麦，加上社员的一共有
1000多亩小麦，估计今年小麦亩产能到
1100多斤，和往年差不多。“有个别地块
不大好，大部分地块的小麦产量都很
好。”说起个别地块产量比往年略低的
原因，陶启平称，主要是受麦种和气候
影响。“今年有春冻，有些百姓选择的麦
种抗冻性差，产量受到一定影响。”陶启
平说，他种植的200多亩小麦已收割过
半，还剩下六七十亩没有收割，预计这
几天就收完归仓。

除了是种植大户，陶启平还是当地
的农机大户。“小麦从种植到收割，全部
机械化作业。”陶启平的合作社里有各类
农机70多台（套），其中有小麦联合收割
机20多台，目前已全部下地抢收小麦。

对于抢收小麦，经验丰富的陶启平
说，小麦的黄金收获期为3—5天，收获
期不宜过早也不宜过晚。收割过早，小
麦籽粒不完整，品质差。收割过晚会影
响千粒重，同时，收获时容易掉籽，最终
会影响产量。此外，遇到持续降雨时，麦
穗容易发芽和霉变。

“以前收割小麦靠人工，一个村收割
小麦得用1个多月，现在都是机收，一个村
的小麦两三天就收完了，特别快！”陶启平
表示，这个麦收期，合作社里20多台收割
机预计能帮麦农收割小麦三万多亩。

15日进入收获高峰
6月下旬麦收结束

从6月6日上午开始，莱州市虎头崖
镇神堂村、招远市蚕庄镇盛家村等5个
地块的小麦同时开镰收割，拉开了烟台
市今年“三夏”会战的序幕，烟台市200
万亩小麦将陆续收获。预计烟台市6月
15日前后将进入麦收高峰，6月下旬收
获完毕，月底前后完成夏播。

据莱州市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莱州夏粮面积达到62 . 3万亩，比去年
增加了6 .3万亩。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
阴雨天气，及时抓好小麦抢收烘干晾晒，
分布在莱州各地的28台（套）粮食烘干机
组已调试到位，日处理粮食可达1670多
吨。农业部门同时发动全市国有粮库、粮
食收储企业、供销系统、农民合作社等多
方力量，利用各类粮食烘干机械，尽最大
努力烘干晾晒含水率高的小麦，尽量减
少损失，提高小麦品质。

另外，记者从烟台市农业局了解到，
为打好“三夏”生产攻坚战，全市农业农村
系统在农机具检修调度、种子和农资储
备、田间管理指导等方面做了充足准备：
全市检修各类农机具10 .95万台套，培训
机手10110人，发放跨区作业证198张，在8
个区市成立了3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夏收的同时，夏播也同步展开。”烟
台市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称，从播种意向
调度来看，烟台市夏播作物279万亩，其中
玉米204万亩、夏花生53万亩、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5万亩。下一步，烟台各级各部门将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引导群众适时抢收、
随收随种，同时加大农机安全、麦收防
火、秸秆禁烧等宣传引导力度。

烟台200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

外地农机手打“飞的”帮忙抢收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

时。眼下，烟台200万亩小麦进入收获
期，麦农们正争分夺秒、抢抓时机，确
保颗粒归仓。6月11日，记者走进烟台
小麦主产区莱州市的多个乡镇，入田
间、访麦农，记录麦收的火热场景和麦
收故事。

看着长势很好的小麦，农户王启春乐

得合不拢嘴。 记者 钟建军 摄

6月11日，在莱州沙河镇北王村，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着收麦。 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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