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 李 晗 校对 刘克宁

8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4961924 广告刊登：4963338 发行服务：4965269 平报购时惠：8980198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5元

6 月 21 日，夏至，我

市夏收已圆满收官。夏

至这天，蝉始鸣，半夏生，

万物繁茂起。当天，市农

业机械技术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谢红政盘点“三

夏”，不禁感叹：“又是一

幅鹰城嘉禾图，又是一个

丰收年。”

“今年全市小麦种植

面积 346.81 万亩（1亩≈
666.67 平方米）、收获面

积 346.81 万亩，收获占

比 100%。看到今年粮

食丰产丰收，我们打心眼

里高兴，实属不易。”谢红

政说，粮食生产是平顶山

的优势和王牌，今年 5

月，在“三夏”之际，突如

其来一场疫情，让我市粮

食安全生产经受了一次

“大考”。

悠悠万事，吃饭为

大，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在“大考”面前，为

了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粮食安全问题系列重要

论述在鹰城大地落地生

根，为了把市委、市政府

念兹在兹的“鹰城嘉禾

图”绣得更好，市农机中

心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始

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牢牢扛起夺取丰产丰收

的政治责任，“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三夏”生产，用

全市“农机人”的辛苦汗

水浇灌出了一派“丰”景。

又 是 一 个 丰 收 年
——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服务“三夏”生产综述

宝丰县党员爱心帮扶小队帮助该县周庄镇余东
村部分困难农户抢收夏粮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农机中心提供

石龙区疫情防控专班工作人员在麦收现场为外
来农机手进行核酸检测

市农机中心工作人员指导农机手开展 2022 年
“三夏”农机安全、农机购置补贴等。

郏县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现场，专家评定组捡
拾落地麦粒和碎麦穗，测算机损率。

宝丰县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现场宝丰县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现场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为解决好吃饭问

题，我们怎么用心服务都不为过。”谢红政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今年“三夏”生产

中，全市农机系统用实际行动落实了一串串贴

心服务措施，展示了助力夏粮丰产丰收的又一

“密码”。

通过短信平台、媒体等渠道及时发布我市

小麦成熟期、小麦机收作业信息、天气状况信

息和疫情防控政策，引导机具合理流动，引导

农机手消除来平作业顾虑。

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致小麦联合收割机

手的一封信，指导各县（市、区）农机中心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扎实推进外来农机手的服

务接待工作。

协 同 中 石 化 等 油 料 供 应 部 门 保 障“ 三

夏”期间农机化生产机具的用油需求，市农

机中心和中石化平顶山分公司联合发文，对

参与平顶山市“三夏”农机化作业的机具用

油给予至少 3%的价格优惠；协调中石油、中

石化 159 座加油站开通收割机加油绿色通

道，保障油料供应，油料供应部门在保证油

料供应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服务车辆送油到

乡村、到田间地头、到作业现场，避免机具因

到加油站加油耽搁作业以及由此产生疫情

防控压力。

针对今年疫情防控情况，全市农机系统工

作人员带头率先到田间地头提供服务，全市各

级农机中心指导乡镇、村组在成立应急服务队

的基础上，组织村干部、农机手、合作社人员、

志愿者组建代收代种队伍，为因疫情等原因不

能返乡的家庭提供代作业，真正做到及时收

获、应收尽收。

…………

五谷丰登，粮安天下。粮食安全，事关国

计民生。从 5月 20日郏县茨芭镇天城洼村和

东姚村麦田里我市小麦机收喜开“第一镰”，到

6月 8日我市夏收全面结束，再到目前全市“三

夏”生产加紧推进，我市“农机人”从事前、事

中、事后全链条、全周期做好了“迎战”“应战”

“收兵”等工作，高质量交上了“三夏”丰产丰收

的喜悦“答卷”。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永远在路上。麦收之

后是夏种，收好夏粮“丰收”画卷，我市“农机

人”已经走在了助力“夏播”的路上，上下齐力

夯实“三农”压舱石，稳住农业基本盘，绘就下

一个丰收图景，把饭碗牢牢端在鹰城人自己的

手中。

（本报记者 毛玺玺）

用心服务助力“三夏”获丰产丰收

机收安全事关粮食安全，在今年的“三

夏”生产中，市农机中心不仅把影响机收安全

的检修养护等常规动作安排得妥当，还把今

年机收期间疫情安全这一特殊因素考虑其

中。

促粮丰收，跨区作业少不了。农机跨区作

业不仅是改善农民劳动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的主要措施，也是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促

进粮食丰产丰收的关键环节。在今年“三夏”

生产与疫情并重的情况下，把好跨区作业关尤

显重要，市农机中心除了积极组织本市机具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到外地作业，最大限度

增加农机手收入外，还多措并举保证外地入平

农机手和跨区域机械有序、安全、高效作业，做

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确保“麦熟有机收、

机到有活干”。

针对外省以及豫北地区小麦联合收割机

手可能存在不敢或不愿来我市参加小麦机收

跨区作业的情况，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了《“三夏”生产工作方案》，对相关工作作出全

面部署和安排。其中，成立交通、疫情防控、气

象、农机等 6 个工作专班，全力解决机收生产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

为把方案落实落细，扛起“农机人”的责

任，市农机中心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2 年“三

夏”农机化生产工作的通知和“三夏”农机跨区

作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全市农机系统开通

小麦跨区作业绿色通道，严格执行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关于小麦跨区机收的防控政策，在高速

路口、主干道就近设立服务点，对转运农机的

车辆和自走式农机实行优先检查、优先放行，

对持有“两码两证”的农机作业人员，允许农机

通行和下田作业。对核酸检测结果超过 48小

时的，由作业所在地实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

管理，采用“抗原+核酸”检测方式，抗原检测结

果为阴性的立即放行，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

果为由限制通行和作业，避免出现因疫情防控

出现的“梗阻”现象。

同时，今年“三夏”期间，全市各级农机系

统均成立“三夏”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实行领导

带班、专人值班制度，设立 24小时服务热线电

话，并分别公布一名副处级和一名副科级干部

手机号码，双轮驱动受理、解决农机手反映的

困难和问题，确保电话打得进、合理诉求解决

得了。5月 25日，市农机中心用半天时间快速

为来自安阳的“麦客”解决了诉求，“那天我和

同事运输两台跨区作业小麦收割机在叶县南

站下高速，下高速时未及时亮证，在缴纳高速

通行费后，才提供了跨区作业手续。由于想要

退费，我们就拨通了市农机中心留下的副县级

干部王东文的电话，真是特事特办，快速为我

们解决了问题。”安阳市驰通运输公司车辆驾

驶员王朋伟至今对我市农机中心服务外地“麦

客”的做法表示感谢。

“疫”无反顾跨区作业促颗粒归仓

站位准、定位实，确保今年“三夏”粮食安

全。“主要是确保全市‘三夏’农机化生产安全

有序，粮食作物及时收获、适时播种，实现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市农机中心

党组成员、副主任王东文说。

年年有“三夏”，今年有不同。今年“三夏”

农时紧张，又逢疫情散发，为了把既定目标完

成好，在“三夏”到来前，市农机中心成立了以

谢红政为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三夏”

农机化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

人。同时，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座谈等多种形

式摸清“底牌”，针对今年新形势新需求，科学

研判、实事求是、未雨绸缪、自我加压，努力打

好“前战”，把粮食安全中的“农机”一环衔接得

又实又好。

查漏补缺，确保机具跟得上、供得快。提

前摸清我市作业机具底数，分析研判跨区机具

缺口情况。经过摸排发现我市拥有大中小型

拖拉机约 82000台，联合收割机 5400台，播种

机 35000台，秸秆打捆机 1300台。我市小麦机

收高峰期实际需要收割机7500台，需要持续收

获作业时间一周左右，缺口在2000台左右。发

现缺口，及时弥补，经过市农机中心多方协调

努力，合理调配机具，顺利实现了“三夏”期间全

市7500台收割机参加机收作业，完成了近15万

台机械的指挥调度工作，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

在98%以上，玉米机播率保持在95%以上。

加强培训，确保人员拉得出、战得胜。全

市农机系统在 4、5 月份农闲时间开展农机培

训，共培训人员 4150人次，尤其是对影响颗粒

归仓的关键——机收减损工作进行重头培训，

尽可能降低机收损耗。今年“三夏”期间，市农

机中心在全市 6 个县（市）组织小麦机收减损

大比武活动，广泛宣传机收减损的重要意义，

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意识，为粮食安全作贡

献。

悉心维保，保障机具能用、好用。切实发

挥农机经营售后服务组织、农机维修网点、农

机合作社等作用，利用“三夏”开始前的时段，

对参加“三夏”生产机具进行维修保养，共维修

机具近 10 万台（套），保证机具以最佳技术状

态投入“三夏”生产。

补贴“不见面”，确保政策用得好、用得

足。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和政策补贴“双到位”，

前期市农机中心在各县（市、区）全面推行使用

手机 APP 申请农机购置补贴、创新优化服务

新模式。“我用手机APP申请办理了农机补贴，

整个流程只用时 8分钟。公平公正公开，还方

便。”郏县白庙乡张村村民张占锋今年购买了

一台拖拉机和旋耕机，通过农机补贴 APP完成

了个人信息注册和农机补贴申请。疫情期间，

我市各县（市、区）切实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手机

APP的作用，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

请，农机部门及时进行审核。据市农机中心党

组成员、副主任罗星海介绍，全市农机购置补

贴工作通过农机购置补贴 APP申请实施中央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663.44万元，补贴“三夏”生

产急需的大中型拖拉机、水稻插秧机、稻麦联

合收获机械等农机具 686台（套）。受益于此，

我市第一批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进度

在全省名列前茅，目前 3698 万元已全部发放

完毕，补贴各类农机具 4737台，补贴受益农户

3598户；第二批 1584万元也已于近日下达。

未雨绸缪打好“前战”保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