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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骄阳似火。

当天的叶县，收割机紧张收麦的

情形不见了，处处是播种、抗旱的场

景。

“虽然紧张的麦收结束了，但是，

另一种抢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叶

县发改委副主任杨江伟说。

杨江伟分管的是粮食收储，他说

的另一种抢收就是粮食市场收购战。

叶县小麦种植面积 96万亩（1亩≈
666.67平方米）。近年来，该县年小麦

产量稳定在 40万吨以上，占全市总产

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今年小麦亩产量较

去年又增长了 5公斤。

“今年叶县粮食大丰收，亩产 600

多公斤的比比皆是，最高达到了亩产

800多公斤，亩产高、品质好、订单多、价

格高……市场收购竞争的激烈程度不

亚于焦麦炸豆时的收割。”杨江伟说。

银行资本为收储市场战
供给相对充足的“弹药”

要收储粮食，粮仓是前提，拥有验

质和储粮技术的国有粮库，成了粮食

收储方的首选。

6月 7日，记者联系叶县永丰国家

粮食和贮备有限公司副经理韩跃军

时，他正要陪同银行方面了解库容及

使用情况。

该公司由叶县地方粮库改制而

成，是全县唯一拥有国字号背景的粮

库，下辖储备库 16 家，拥有正规仓房

278座，容量 17.3万吨。今年夏天，他们

已备好空仓 237座，容量 14.8万吨。据

韩跃军介绍，今年托市价为 2.3元每公

斤，而目前市场上的粮价为 3 元每公

斤，“所以，是不可能收储托市粮的。”

为盘活资产，该公司早在 6月 1日

前就将粮仓全部租给了粮食收储户，

然而仍有不少人来找韩跃军租仓库。

“今年银行很给力，利率也有不小

的优惠。”叶县瑞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叶跃峰说。该合作社流转及托管

土地上万亩，每年他都要筹备一笔资

金优价收储托管农户的小麦。小麦量

大，需要的资金量也大，民间有“贩钱

垛”的说法，搞收储必须筹贷款。“以前

银行尽管也开放了储粮贷，但得撵到

人家屁股后面求，还不一定能贷出多

少，月利率还高。今年，银行主动找上

门来洽谈，利率降到 6厘左右，我早早

贷到了 500 万元。用的时候可以再

贷，因为有较为充足的授信，可以随用

随贷。”叶跃峰说。

5月底的一天，记者采访东方宏业

农资经理赵宏叶时，叶县泰隆村镇银

行的贷款业务员也在，双方正对接贷

款需求。该行去年同期收储贷款额为

4000 多万元，今年达到了 6000 多万

元，且利率也从去年的 8厘降到了 6厘

左右。据该行信贷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该行的授信数额是 1亿元。

邮储银行叶县支行更是不惜力地

利用网络投放粮储贷。据该支行行长

姬录峰介绍，一进入 5月，他们就走访

客户，今年已经放贷 1.2 亿元，最终能

放到 1.5 亿元，而去年只有 6000 万元，

今年利率也降到了 5厘以下。

在农村拥有更为发达网络的叶县

农商银行，也在卖力放贷。

“不少实体经济因疫情影响受创，

直接影响了贷款需求，利用麦收扩大

贷款，是我们突围的一大抓手。”姬录

峰直言不讳。

多元化社会资本围绕订
单农业“掰手腕”

6月 7日上午，王军的电话始终没

有拨通，他正忙着为贵州仁怀收储泛

麦 8号。

王军是叶县收储粮食数一数二的

大户。泛麦 8 号是弱筋小麦，适用于

造酒，今年叶县种植 13万亩，是由王军

引进来的订单农业，以平均 3.2元每公

斤（高于市场价 2 角），全部给贵州仁

怀做茅台酒使用。为牢牢圈走这批弱

筋小麦，早在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仁

怀方面就下了一笔不菲的订单。

当天，赵宏叶联系湖北粮油公司

叶县负责人李俊浩时，李俊浩正在武

汉总部筹款。

湖北粮油公司是去年试水叶县粮

食收储市场的，主要收购新麦 26（高强

筋小麦），由于当年来得晚收储了 1万

吨。今年，该公司早早与叶县永丰国

家粮食和贮备有限公司签订了租库房

的合同，收储目标 8 万至 10 万吨。为

完成收购，该公司按照每公斤高于市

场价 2 角的承诺，每公斤麦子价格达

到了 3.2元的历史最高价。

赵宏叶流转土地近万亩，且收储

粮食多年，拥有充足的粮源和发达的

收购渠道，而湖北粮油公司则拥有众

多的下游客户，双方一拍即合，湖北粮

油公司带着雄厚的资金来到叶县收储

市场“掰手腕”。

除了湖北粮油和贵州仁怀等外地

公司，位于南阳的想念集团也不甘示

弱。想念集团是一家粮食加工企业，

与中原资产等单位资金合作，借助于

当地又一流转大户——河南天硕农业

公司，大举收储叶县的各类小麦。

日益成长的种植大户成
为收储市场“新军”

距平叶快速通道只有 30 米远的

田庄乡牛庄村外，今春新建起了一座

粮库，这是该村村集体争取来的项

目。今年，该乡粮食亩产平均 600 公

斤，该村除了将村集体流转的 500 亩

粮食收入仓库外，还借助村集体的“积

蓄”和通过自筹资金共收储优质小麦

50万公斤。

“现在，有人以每斤高出 5分钱的

价格悉数收购，我们没舍得出。”该村

党支部书记牛聚民说。

据田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涛介绍，

牛庄是该乡下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先行者。原来该乡所有的村集体均流

转了数百亩的土地种植粮食，其中东

李村流转面积达到 1600 多亩，为降低

经营成本，不少村子都有了农业机

械。为进一步发展村集体，该乡成立

了乡级合作社，除统一整合农机实施

招标外出劳务服务外，重要一项就是

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建粮仓收储粮食

就是延长产业链的重要支撑，将全乡

的优质粮食囤入粮仓或待价而沽或联

合搞粮食深加工以进一步促增收。

“牛庄现象，也是全县日益成长的

种植大户越界涌入成为收储市场‘新

军’的缩影。”杨江伟说。

创大面业是位于叶县的一家生产

挂面及系列制品的企业。为获得优质

面粉，今年，该公司把粮价提高到了每

公斤 3.8 元。“我们收的是富硒小麦。”

该公司总经理赵胜利说。

原来，为生产富硒系列挂面（面

粉）以提高产品档次，他订制了 1000亩

富硒小麦，指导龚店镇等村集体采用

叶面肥介入的方法“生产”。目前，

1000 亩小麦全部入库。他还介绍，叶

县目前正在马庄回族乡建设富硒小麦

产业园，由他负责招商并制作系列农

产品。“富硒小麦市场需求应该会更

大，我们今后也将向粮食收储市场迈

出更大的步子。”他说。

就在结束采访的时候，记者看到

了一则“粮满囤”的报道，反映的是我

市农民因粮价高而惜售观望的信息。

“这在叶县也很普遍，今年粮食品

质高且有国际粮食危机的信息，他们

或将粮食更大量囤积起来自用，或待

价而沽。”杨江伟说。

一方面收购商备足款项敞开收

购，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囤粮惜

售，导致各路资本的粮食收购点收购

量同比明显下降。这将导致今年粮食

收购时限适当延长，收购方与囤粮方

的暗中博弈，也必然加剧今年粮食收

储市场的竞争。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叶县2022年小麦市场收购印象

另一场如火如荼的抢收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

俊鹏）广阔的田野作考卷，金黄的麦

子作见证。6 月 1 日上午，在叶县仙

台、龙泉的 5.6 万亩（1亩≈666.67平方

米）高标准农田内，6名农机手操纵大

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驰骋。随后，有

专门人员察看收割后掉在地里的麦

粒的多少。

这是叶县开展的小麦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的一个镜头。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粮食节

约行动方案〉的通知》精神，减少粮食

收获环节损失，努力实现颗粒归仓，

该县组织开展了此次粮食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活动。

当天，该县高标准农田小麦集中

收割，参赛的 6 名机手驾驶联合收割

机，在规定区域内进行机收作业，作

业区小麦长势、成熟度基本一致。叶

县农机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定组按照

《谷物（小麦）联合收割机收获损失率

测定方法》，监测作业过程并测定选

手的机收质量，对收割时间、小麦割

茬高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捡拾麦

粒，测算减损率。

风吹麦浪粼粼起，遍地机车隆隆

响。选手赛得热火朝天，专家们一丝

不苟。

经过激烈的角逐，专家组根据参

赛机手作业质量监测结果，推选出“市

级粮食机收减损之星”“县级粮食机收

减损之星”，由市、县组委会颁发证书。

叶县小麦播种面积近百万亩。

近年来，该县积极落实补贴政策，有

力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升级，

小麦机收率达到 95%以上。今年该

县农机收割减损率在 2%以下，创近

年来新低。

谁收得又快又好？
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场上见分晓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月 1日上

午 9 点多，在叶县九龙街道秦赵村村

外的一块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要下

田工作。“我们先对这块麦田测产，保

守估计这块地的亩（1亩≈666.67平方

米）产超过 700 公斤。”叶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赵春峰说。

赵春峰随手掐下一粒成熟的麦

穗，轻轻用手揉搓，吹去麦糠后认真

地数起了麦粒。“你看，竟然有 72 粒，

且粒粒饱满。”当天，为科学预估产

量，他携带着皮尺等工具，与多名工

作人员一起进行实测估产。

十几分钟后，收割机跑完一个来

回将麦子倒进装粮的三轮车中，拉到

附近粮库过磅。实测收割后的面积

为 1.05 亩。在等待粮库反馈数据期

间，一行人到田间进一步察看麦子长

势：小麦长势均匀，每亩有 35 万穗左

右。“整块地的麦子，平均每穗超过 60

粒。”赵春峰说。

半个多小时后，赵春峰的手机上

收到了来自粮库方面的数据：“扣去

5% 的 水 分 ，收 获 的 麦 子 为 788.5 公

斤。”

“亩产超过了 750 公斤。”赵春峰

换算后说。

麦田旁边，迎风飘扬着众岱 100

的彩旗。据平顶山新农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晓东介绍，这是他

们公司出售的小麦品种，去年在叶县

试种 400 多亩，亩产均在 700 公斤左

右。该村这一地块有上百亩，是该县

种植该品种面积最大的地块。

叶 县 去 年 遭 遇 连 日 暴 雨 等 灾

情 ，全 县 小 麦 普 遍 晚 播 一 个 多 月 。

为扛稳粮食重任，该县推荐优良晚

播品种，指导农民科学种植，随后实

施一系列促弱转壮的田间管理，还

统一实施飞播预防小麦病虫害，今

年小麦产量实现稳中有升。

粒多又饱满
秦赵村百亩小麦亩产超750公斤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 月 5

日下午 5点半，7辆贴着“在郑叶县

籍大学生‘点对点’返乡接回专用

车”横幅的大巴车陆续驶入叶县体

育馆后，共青团叶县县委书记魏亚

飞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叶

县点对点免费接学生们回家活动

顺利结束。”

叶县在外就读的大学生数量

众多，疫情防控压力大。面对即将

到来的暑假，为确保学生安全回

家，也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叶县

县委、县政府决定，点对点免费接

送在郑州的叶县籍高校大学生。

共青团叶县县委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在全省40余所高校建

立 QQ 联络群，与在郑叶县籍大学

生对接沟通，逐一统计确定返叶学

生的学校、居住地、联系方式等基

本信息，按照学校位置、人数合理

安排乘车点，做到每校每天每车次

均有大学生志愿者负责，保证组织

科学有序。

共青团叶县县委工作人员每

天将乘车人数、学生名单、乘车地

点、车次信息与叶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叶县交通运输局对接。

5 月 27 日至 6 月 5 日，该县共

派发车辆 42 班次，接回叶县籍在

郑大学生 1500余人。

42班次点对点免费接

1500余名在郑叶县籍大学生安全回家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陈亚飞）6月 3日上午，廉村镇王店

村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着来回穿

梭作业，垄畦之间套种的辣椒苗长

势喜人，一旁的村民忙着浇地、打

头、管护辣椒苗。

“ 我 今 年 种 了 20 亩（1 亩 ≈
666.67平方米）‘麦辣套’，小麦平

均亩产是 600公斤，今年辣椒的长

势比去年好，收入应该会比去年

多。”王店村村民徐令歌说。

为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进入 5

月后，王店村开始在麦田里进行辣

椒移栽套种，按照每亩地 3行小麦

套种 2 行辣椒的种植模式推广发

展 。 目 前 ，该 村 辣 椒 套 种 面 积

2000 余亩，“麦辣套”已成为该村

的主要模式，不仅粮食种植面积不

减，确保了粮食安全，又扩大了经

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农民收

入，深受农民欢迎。

“这种模式通风透光，小麦的

产量高，能够达到每亩 500 多公

斤，辣椒提前种植，效益也非常可

观。”该村党支部书记高要秋说。

“党建引领”作用大，产业发展

地生“金”。近年来，廉村镇依托

“党建+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种植“麦辣套”2 万余亩。同

时，动员 53个建制村提前谋划，积

极采取措施，科学高效组织机收会

战，保证粮食生产和辣椒产业双推

进双收获，极大提高了土地效益，

实现一地多种。

据统计，今年套种的小麦产量

和辣椒亩均收益都比单独种植有

所提升，预计每亩总效益 7000 元

左右，可带动当地及周边 2000 余

名村民增收致富。

“‘麦辣套’种植模式不仅鼓起

了村民的钱袋子，也带动了村集体

经济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大力鼓

励规模化种植，通过宣传推介、引

进龙头企业等方式，把辣椒产业打

造成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廉村

镇人大主席谷豪说。

一地多种 打粮生“金”
廉村“麦辣套”种植促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助农我们一

直在路上。今天我们来到夏李乡

张祈楼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大家

看这个贝贝南瓜，干、面、粉、糯，好

吃得很！赶紧下单吧老乡们……”

5月 31日上午，在夏李乡张祈楼村

的贝贝南瓜种植基地，一场“为家

乡农产品代言”的直播活动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

这 是 夏 李 乡 开 设 的 网 上 直

播。当天，该乡党委书记杨小鹏走

进直播间，带领数名主播轮番上阵

为贝贝南瓜销售代言。直播间里

人气爆棚，粉丝竞相下单购买。

该种植基地有 200多亩（1亩≈
666.67平方米）贝贝南瓜，是由台湾

人黄台湾种植的特色蔬菜产品，原

本销往国内一、二线城市，但由于疫

情，销售渠道遭受不小影响。

据统计，直播当天有 2.5 万人

次在线观看，点赞互动数量达 6.9

万人次，累计销售贝贝南瓜 2000

余单，销售金额约 5万元。

“多亏政府出面来做现场直

播，帮助我拓宽销路，实在太感谢

了！”黄台湾感激地说。

近年来，该乡以“融合赋能”

党 建 新 思 维 ，积 极 整 合 组 织 、人

才、产业资源，以澧水湾电子商务

直播空间为主平台，组建本土网

红主播“矩阵”，采取“电商＋农副

产品＋消费帮扶”的模式，推进农

业生产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发展。同时，建设集仓储、物流、

冷链配送、直播带货、技能培训为

一体的电商产业园，利用引导和

帮扶相结合的方式，在周四、周五

“固定帮扶日”，通过网红达人直

播带货，推介当地农特产品，扩宽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提供交易、仓

储、配送、运输等“一站式贸易物

流平台”，促进全乡经济产业高质

量转型。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夏

李乡澧水湾电子商务直播空间的

优势，助力优质农产品销售，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本地特色产

业，打好‘工业为要’‘电子商务’

‘文旅融合’‘特色种植’四张牌，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新 活 力 。”杨 小 鹏

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王岚莹）

南瓜地里开直播
一天卖出5万元

6 月 2 日，洪庄杨镇村民将秸秆打包运走。该镇 3 家合作社将秸秆打包后简单

加工，销往内蒙古、河北等地的养殖场，可赚取不少收益。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秸秆卖到了外省

5 月 31 日，叶县一批创业者喜

获政府发放的创业贷款。

当 天 ，叶 县 2022 年 创 业 企 业

授信暨创业担保贷款、开业补贴集

中发放仪式在退役军人创业孵化

园区举行，共集中发放创业贷款、

开 业 补 贴 677.5 万 元 ，授 信 贷 款

1420 万元。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发放创业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