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闫增旗）5月 29日上午，在石龙区

龙河街道贾岭村的麦田里，农机手利用降雨间歇驾

驶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留下一排排整齐的麦

茬，同时将小麦秸秆就地粉碎还田。

“本来周末要抢收小麦，一场雨打乱了计划。”正

在驾驶机动三轮车运送小麦的该村种粮大户刘亚兵

说，一大早降雨稍歇，他就起床了，简单扒拉两口饭，

便一路小跑赶到麦田，“田里有些泥泞，但好在没有

积水，没有出现倒伏”。一夜无眠的刘亚兵总算松了

口气，赶紧联系收割机利用降雨间歇抢收。

石龙区第一时间召开会议部署应对持续阴雨天

气措施，根据小麦生育期监测资料、当前气象条件及

区域地理信息综合分析研判在田小麦收获期，把每

一亩小麦的抢收计划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到机、到

时间，全力以赴争取颗粒归仓。截至目前，该区 1.77

万亩（1亩≈666.67平方米）小麦已抢收0.04万亩。

石龙区：趁着雨稍歇，及时抢收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5月 29日，在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滍阳镇幸福村、闫口村、叶营村，麦田

里收割机轰鸣，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正在进行。

近期，面对降雨天气，示范区上下把做好抢收

抢种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成立 29 支

“三夏”服务小分队查看麦情和抢收抢种情况，确

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应种尽种。

“我是紧赶慢赶，今天终于把小麦全部收割完

了。”当天下午，闫口村村民潘留说。

滍阳镇是示范区“三夏”生产的主战场。该镇

动员镇村干部及农户全力做好抢收抢种，并成立

夏粮抢收队入村到户帮劳帮力，尤其对机械难以

到达的田块，帮助群众快割快收快运。

“下过雨的地墒情好，出苗率高，现在各村都

在抢收抢种，目前全镇已抢收约 3500 亩，抢种约

2000亩。”该镇农业发展中心主任程相录说。

示范区：成立抢收队，入村帮扶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于战胜）5 月 29

日，在郏县农机中心和县交通运输局的共同努力

下，设在郑栾高速郏县收费站站前广场口的郏县外

来收割机接待服务站正式启用，上述两单位工作人

员 24小时在岗，帮助农机手协调地块，提供用油服

务，科学调度全县机收车辆。

郏县冬小麦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该县农机中心

协调组织农机监理等部门和王集乡政府，在郑栾高

速郏县出入口处设立郏县“三夏”机收跨区作业服

务站，外来机车抵达后，能够顺畅办理相关手续，高

效开展工作。

“目前我们协调到收割机 800 多台，后续气象

条件仍复杂多变，势必造成收割压力后靠，机械紧

缺，我们督促各乡镇和农机部门广泛动员，统筹机

械调度全力抢收。”5月 29日，郏县“三夏”工作领导

小组在堂街镇召开现场会，副县长李政杰说道。

郏县：接待收割机，科学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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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稳住粮食安全底线，就稳

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眼下，我市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各县（市、

区）相继“开镰”。

5月 22日，省、市“三夏”生产暨夏粮收购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部署小麦跨区机收及“三夏”机械化

生产工作，要求“龙口夺粮”，如期完成麦收任务。

我市小麦“开镰”一周有余，大面积成熟期即将

到来，不巧遇到连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应战阴雨保丰收。

各地成熟情况不同
6月 10日左右将“大头落地”

5月 22日，宝丰县周庄镇南王庄村麦田率先“开

镰”。5月 23日，舞钢市、叶县、郏县、卫东区等多个

县（市、区）也启动麦收。5月 24日，新华区等地麦子

也开始收割，并对已成熟麦田加紧抢收。

“每天都会收到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的服务提

醒，知道 26日开始有雨。24日，我们紧锣密鼓，每天

天不亮就下地指导农户收割，夜里打黄昏大家还在

干。”新华区青石山街道办事处农技人员孔亮说。

据 新 华 区 农 业 机 械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郝 胜 利 介

绍 ，新 华 区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仅 有 1.06 万 亩（1 亩 ≈
666.67 平方米），面积小、配合衔接好，在区农机、

农业农村和水利部门以及 5 个涉农镇（街道、街

道筹备组）的协作联动下，赶在 5 月 26 日雨前能进

收割机的麦田收割已过半。

“虽然麦收任务少，但是我们一点儿也不含糊，

组建了‘三夏’机收应急服务队，组织农技人员到一

线，密切关注天气，科学调配农机。”郝胜利说。

地理位置不同，麦子成熟情况差别大。鲁山县

今年小麦种植面积 46.5万亩，收获不足 1.27万亩。5

月 29 日上午，记者在鲁山县马楼乡等地看到，麦田

趋于大面积成熟，已有零星收割。

今年小麦成熟较晚的还有汝州市。5月 29日上

午，记者前往汝州市蟒川镇王沟村，只见当地大片麦

田尚未成熟。“今年汝州市小麦种植面积 79.76万亩，

预计麦收时间较往年延后一周至半个月，目前收获

面积是 0.82万亩。”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姚

俊杰说。

“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为 347.39 万亩，截至

今天下午 4时，收获面积为 8.64万亩。”5月 29日，市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陈磊说，大面积成熟在 5

月 30日，收割“大头落地”在 6月 10日左右。

成熟期遇到连阴雨
努力让粮食用上“吹风机”

“5月 24日‘开镰’时，我们提前协调有厂区的街

道以及区里的闲置空间，提前告知农户，免费晾晒小

麦。新华区收割完的也已经晾晒完，剩余部分收割、

晾晒问题不大。”郝胜利说。

像新华区这样，小麦种植面积小、收晾时段与连

阴雨擦肩而过的情况是少数。

“三夏”时节，种粮户最怕连阴雨天气。

而今年，我市不少地区成熟或即将成熟的小麦

就遇到了连绵阴雨。

“挖掘烘干潜力，紧急调试全市现存的 224套烘

干设备，及时烘干小麦，努力把阴雨天气麦收损失降

到最低。”5月 27日一大早，陈磊就紧急安排“三夏”

生产工作。

“以前，晾晒粮食就是让粮食晒太阳，颇受天气、

场所制约。一旦遇到连阴雨，烘干设备就显得极其

重要。这就是为啥一直强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烘

干设备就是给粮食用上‘吹风机’，高效快捷。”位于

郏县薛店镇狮子口村的郏县润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利锋说。

为应对此次连阴雨，除了市农机部门的“利器”

外，位于叶县任店镇柳疙瘩营村外的叶县瑞鑫种植

专业合作社院内升起了一座 5层楼高的设备。“这是

投资百万元建造的烘干塔，马上有大用场。”该合作

社理事长叶跃峰边调试设备边说。

该合作社流转种植小麦 2000多亩，托管 3000多

亩，是叶县种植大户。为扶持农业发展，市供销社去

年在该合作社院内建起为农服务中心，与合作社联

手投建烘干塔。今年的“三夏”阴雨天刚一到来，他

们便迅速调试烘干塔。“烘干塔每天能烘干 500吨小

麦。我们将开足马力，为种植户提供烘干服务，只收

取电费、油费和人工成本费。”叶跃峰说。

“目前，我市粮食烘干能力建设仍存在不小挑

战，设施装备总量不足、技术水平不高，烘干服务还

不能完全满足粮食生产需要，亟须补齐烘干设施短

板。”陈磊说。

群策群力齐上阵
力保适收一块、机收一块

减损降损，争分夺秒。

行走时链轨像席子一样铺开，与常见的轮式收

割机不同，在较为黏湿的麦地里行驶、收割相对自

如。5 月 29 日上午，在舞钢市庙街乡大韩庄村的成

熟麦田里，8台履带式收割机正在紧急作业。

舞钢今年小麦种植面积 24万余亩，截至 5月 29

日收获面积 0.12 万亩。面对连阴雨天气，舞钢市农

业农村局全员下沉，30余名农技人员兵分多路，深入

田间地头对种粮大户开展指导。

平顶山市农业机械中心副主任罗星海说，该中

心摸清全市履带式收割机数量及分布区域后，组织

36支农机应急服务队投入到各辖区小麦抢收中，“我

们将和县级农机部门组团去南阳市、驻马店市对口

引进收割机，尤其是履带式收割机，根据小麦成熟差

和土壤湿度情况，加强机具调度，做到适收一块、机

收一块”。

夏粮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5 月 27 日

起，市农业农村局也紧急采取措施，下派 6个专家指

导组深入全市各县（市、区）根据麦田情况开展指导。

5 月 29 日下午 5 点，我市召开“三夏”生产工作

紧急会议。“农事无小事，必须站稳全局、压实责任、

抓紧抓实。应对连阴雨天气，我们要全力以赴抢收

减损。”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林胜国说。

在力争“盈车嘉穗、穰穰满家”的背后，是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是我市“三农”战线“时时放不下

心”的责任感、“时不待我”的紧迫感。

上图：5 月 29 日夜 9 点半，舞钢市庙街乡山和庄

村，志愿服务队在帮助村民抢收小麦。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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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麦成熟期遇到连阴雨当小麦成熟期遇到连阴雨

5月 29日中午，在鲁山县马

楼乡关庙杜村一块麦田里，一台

收割机隆隆驶过，卷起数米高的

麦屑，瞬间裹挟住了正在直播的

杜梦园（上图）。

“快看，这是我爸爸开的收

割机，开过来了，帅不帅？”杜梦

园对着手机喊道。

杜梦园是一名 00后，今年 6

月大学毕业，开收割机的是她的

父亲杜永江。

关庙杜村是沙河南岸的一

个村庄，当天他们收割的麦田紧

挨沙河。

“妮儿，算算俺这多少钱？”

村民贾安问道。

“伯，1 亩 2 分地，给 70 块钱

吧。”杜梦园说。

杜永江开收割机已有18个年

头，当天他操作的已经是第 4台

了。“这么多年基本上都在十里八

村干活儿，一年能收个千把亩地。

今年本来是好收成，可一下雨麦子

有点发芽了，心疼人。今天时间抓

点紧，能收100亩。”他说。

杜梦园今年 21岁，从小在麦

田里长大，前两年还学会了开收

割机。“只是会，还没拿到证，不

敢上机操作，只能给爸爸打下

手。”她笑着说。

杜梦园学的专业是网络营

销，毕业前就开始创业。今年 3

月至今，她在董周乡蔡庄村乡村

电商直播间直播带货，销售鲁山

特色农产品酥梨、香菇、蜂蜜、鸡

蛋、蒲公英茶、槲坠等，最多时一

天能销售 300多单。

“父母挺不容易的，我想尽

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们。直播

麦收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农村生

活，知道农民的辛苦。其实，现

在使用收割机，已经比以前好多

了。”杜梦园说。

中午的收麦直播持续了将

近 2个小时，观众人数 24.1万，点

赞人数 6.3 万，超过了 99%同级

别主播。

“很佩服你的勇气，大学毕

业留在农村。”

“你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

情，很懂事，有敢打敢拼的精神，

是我学习的动力。”

“你努力的样子很美，保持

住，希望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加油吧，返乡创业是个挑战，

你能吃苦，已经战胜很多人。”

…………

在直播间，杜梦园收获了很

多鼓励和支持。

“这么多人关注农业、对农

村生活感兴趣，是我直播前没想

到的，这让我坚定了返乡创业的

信心。”杜梦园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文/图）

直播麦收的 00后女孩杜梦园

麦田新事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5 月

29 日，从市气象局传来消息，最

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

仍有两次降水过程，当前正值

“三夏”关键期，对我市小麦收获

较为不利，各地应积极应对，趁

晴抢收小麦。

5 月 25 日 20 时 至 29 日 12

时，我市出现较大降水过程，全

市平均降雨量 26.6 毫米。最大

降水量为舞钢市武功乡 86.1 毫

米，其次为舞钢市尹集镇 62.5毫

米。我市大部平均风力 5 级左

右，部分地区阵风 6级至 7级，局

地 8 级至 9 级，极大风速出现在

卫东区山顶公园 20.1米/秒。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本周周前期和周后期有两次降

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气

温前期逐渐升高，周末明显下

降；周内最高气温 33℃左右，最

低气温 14℃左右。具体预报如

下：30 日阵雨停止转多云，气温

26℃至 18℃。31日多云到晴天，

气温 30℃至 20℃。6月 1日晴天

转多云，气温 33℃至 23℃。6月

2日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雷阵雨，气温 32℃至 21℃。6 月

3 日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偏北风 5级左右，阵风 7级至

8级，气温 28℃至 19℃。6月 4日

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

气温 20℃至 14℃。

市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应做

好收获机具的统一调配，雨停后

机械能及时下田的地区要趁晴

抢收，颗粒归仓；已收获小麦要

做好通风摊晾防霉变，有条件的

地方可集中烘干，最大限度地减

轻阴雨天气对小麦产量带来的

不利影响；田间湿度较大或积水

的麦田，要做好开沟理渠排水、

防渍涝、防倒伏，待机械能下田

时及时收获。

本周仍有降雨
趁晴收晾小麦

气象服务

55 月月 2929 日日，，汝州市蟒川镇王沟村汝州市蟒川镇王沟村麦田尚未成熟麦田尚未成熟。。去冬汝州去冬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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