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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晓 朱丙强

赵金萍

“他是村支书，你们两辆车跟他

走。我俩的手机号你们存起来，有啥

需求随时联系。需要去现场的话发位

置给我，我 24小时开机。你再等几分

钟，去临近的冢头镇，保证你们有钱

赚。”6月 1日上午 10点半，在 344国道

郏县长桥镇楼王村段路北侧郏县红伟

农机专业合作社门口，河北沧州籍、从

邓州市作业完毕赶来的 3辆收割机机

手熄火下车，接到合作社理事长刘红

伟送来的面包和水，还没吃完，刘红伟

就给他们联系好了作业地点。

“我朋友说过到郏县干活很痛快，

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到秋季我带车队

再来，一定好好地为郏县人服务。”沧

州市海兴县苏基镇大梨园村 57 岁的

“麦客”林崇明喜笑颜开。

郏县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是郏县

唯一、平顶山市第一家国家级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刘红伟是市人大代表。

一个月前，刘红伟组织合作社 13

台收割机进行集中保养，对机手开展

安全培训。连日来，他通过全国各大

信息平台为郏县乃至全市协调收割

机。

“今天晚上从陕西渭南来 42 台，

下午从叶县来 12台，将最大限度缓解

紧张局面。”打发完沧州的“麦客”，刘

红伟接到郏县农机中心主任刘世杰的

“救急”电话，他肯定地答道。

刘红伟 52 岁，是长桥楼王人，他

于 1997年自筹 8万元购买了全村第一

台大型拖拉机。农机具购置补贴惠农

政策实施后，他自筹 40 万元购置了 3

台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联合周边村

30 多个农机户成立了郏县长桥镇农

田作业服务队。

2007年，他发动本村及邻村 86个

农机户组建了全市首家农机合作社。

2016 年，合作社投资 60 万元购置了 5

台植保无人机，解决了植保机械进地

难的问题，填补了我市空白。如今，合

作社有机械化服务专业队 3 支，农机

145 台（套），日作业面积可达 1500 亩

（1亩≈666.67平方米），是郏县机械化、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农机合作社，先后

被评为全国 100家农机社会化服务组

织联系点、明星农机合作社、全国农机

合作社示范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河南省示范农机专业合作社、先进

农机合作社。刘红伟也被大家称呼为

“农机司令”。

“我们车辆多，燃油、润滑油、配件

需求量相对大，所以供应商会降价卖

给我们，成本低了当然作业收费我们

也会便宜。”刘红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多年来，经他减费、免费作业

的群众有很多。该镇西长桥村 75 岁

村民郭现就是他一直关照的对象，5

月 31 日，刘红伟连夜帮他收了小麦。

“我爱人有病，家里缺劳力，该收时他

不吭声给收了，该犁地时也是不打招

呼就给犁犁耙耙。”说话时，郭现热泪

盈眶。

当天上午，合作社成员、机手许战

兴在西长桥村为村民杨福圈收小麦，

收割台落地试车后，他立即让助手测

量麦茬高度。“理事长要求我们务必低于

13 厘米，麦茬长可以省油，但不利于秋季

作物，必须遵章操作。”许战兴说。

“ 人 民 代 表 人 民 选 ，当 好 代 表 为 人

民。作为农机手，能为社会作贡献的机会

只有收获和播种两个时节，我一定当好战

斗员、帮扶员，不辜负人民的企盼。”刘红

伟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文/图）

“农机司令”刘红伟：“三夏”一线当先锋

刘红伟（左一）给来自河北沧州的收割机手讲解注意事项

本报讯（记者巫鹏）“做了这么多

年的‘麦客’，没有想到还有一天能在

收割季住上宾馆，洗上热水澡，这才真

叫贴心服务。”6月 1日晚，在宝丰县闹

店镇蓝天宾馆的机手休息室里，看着

干净整齐的房间，来自山东郓城的农

机手刘自珍激动地说。

跨区作业农机手在收获的季节与

时令赛跑，平时多住在车里或者就地

睡在帐篷里。为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

务，解决机手的后顾之忧，闹店镇租下

镇区宾馆房间作为机手休息室，为农

机手提供休息补眠、手机充电、洗衣沐

浴等贴心服务。

在闹店镇军营村的麦地里，同样

温馨的一幕也在上演。看着手里的矿

泉水、毛巾、肥皂、防暑降温药和草帽，

来自山西临汾的农机手郑伟很感动，

“我走的地方多了，闹店镇的服务很到

位，这么热的天，给我们送来防暑降温

物品，让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夏粮

抢收中。”郑伟说。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时

期，闹店镇为确保外地农机手及时投

入到收割作业中，组建农机服务专班，

并安排专人成立农机调度服务群，及

时发布小麦机收作业需求和机具供给

动态信息，引导收获机械有序流动。

通过精准调度，帮助解决群众“找机

器”和机手“找地块”等信息不对称问

题，最大化发挥农机装备效用。

与此同时，闹店镇还建立了镇村

组三级网格体系，镇农业中心对参加

本辖区机收会战的外地农机手安排专

人负责对接，每台收割机都保证有一

名村干部、一台运粮机跟踪服务。随

时提供区域协调、纠纷调处、小麦转运

等服务，通过精准对接，确保第一时间

解决小麦滞留机仓转运晾晒等问题，

最大限度降低农机收割成本。

截 至 目 前 ，闹 店 镇 4 万 余 亩

（1 亩≈666.67 平方米）小麦已收割 2.8

万亩，辖区内 80台收割机正在全面抢

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各项贴心

服务做到实处，想机手之所想，急机手

之所急，千方百计提高服务水平，加快

小麦收割进度，保证圆满完成‘三夏’

生产任务。”闹店镇党委书记魏前豹

说。

闹店镇为跨区作业
农机手提供贴心服务

“麦客”住宾馆

本报讯 （记者吴学清 通讯员刘

冰）6 月 2 日凌晨两点，中国石油叶县

7 站灯火通明，加油站员工和机关帮

扶人员齐上阵，为一台台收割机加满

柴油。

抢收就是命令，保供就是责任。

在“三夏”的关键节点，中国石油平顶

山销售分公司全力以赴，为“龙口夺

粮”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效率保

障。

中国石油平顶山销售分公司提前

做好资源组织，垫高农耕区加油站库

存，确保加油站油品供应“零脱销、零

断档”；组织人员走村入户摸排农业用

油需求情况，为偏远的农机用户和种

植大户提供送油上门服务；开通 31座

“三夏”保供站点 24小时送油热线，与

中国石油运输公司河南分公司共同成

立“三夏”志愿服务队，将小油罐车开

到田间地头为农机车辆加油；在加油

站设置“三夏”服务台、饮水休息区等，

准备急救药箱、维修工具盒等物品，免

费提供给农机手使用，并给农机手赠

送毛巾、劳保手套、矿泉水等爱心礼

包。

“以前还得跑十几公里到国道上

加油，一来一回得 40 多分钟，净耽误

事儿。现在不出麦地就能加上中石油

的放心油，还给俺送毛巾、手套、矿泉

水，太方便了！”6 月 1 日上午 11 点，在

叶县田庄乡张申庄村，正在加油的农

机手感慨地说。

为解决农机手作业期间时间紧、

吃饭难的问题，白天，中国石油平顶山

销售分公司的员工自发将车辆后备厢

变成“流动便利店”，将泡面、火腿肠、开

水送到田间地头，并赠送西瓜、馒头，让

农机手吃上热乎饭、喝到降温水；晚上，

加油站的厨房变成了“深夜食堂”，员工

提前准备好蒸面条、葱油饼、绿豆汤等

家常便饭，免费提供给前来加油的农机

手食用，并在有条件的加油站为农机手

提供司机之家等休息场所。

中国石 油 驻 叶 县 常 村 镇 下 马 庄

村驻村工作队积极响应市委组织部

关于做好“三夏”麦收工作的安排部

署，全天候全时段在村值守，并与分

公司基层党支部联合组建“三夏”麦

收志愿者服务队，帮助困难群众摊晒

粮食、收粮入库，全力以赴抢收，确保

颗粒归仓。

中国石油平顶山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平顶山销售分公司：：

送油上门 贴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月 2

日，叶县多名县领导在调研“三夏”

抢收工作时，特意走进各地粮库检

查芽麦收购情况。该县已于近日

下发通知，要求开磅收购芽麦。

叶县是农业大县，小麦种植

面 积 96 万 亩（1 亩 ≈666.67 平 方

米）。今年因受连日雨天的影响，

各地小麦不同程度生芽，形成了

芽麦。

叶县在积极组织收割机、烘

干机，让出广场、道路帮助群众抢

收抢晒的同时，也积极启动了粮

食收购工作，且明确强调，各粮库

敞开收购芽麦，每斤（1 斤 ＝500

克）干芽麦价格不低于 8毛钱。

该县在通知中公布了芽麦的

收购标准和各粮食收购点的电

话，既便于群众联系又能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

叶县：芽麦不用愁 开磅来收购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

员郭锋霞）6 月 2 日上午，鲁山县

信访局志愿助农抢收队来到帮扶

村库区乡白沟村，帮助困难农户

开展夏粮抢收工作。

为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

小麦收割进度的影响，做到不误农

时、多收获、减粮损，鲁山县信访局

提前对白沟村在外人员、特殊群体

和现有劳动力进行摸底排查，成立

志愿助农抢收队进行帮扶。

由于白沟村地形复杂，部分

麦田机械无法进入，抢收队根据

气象预测，帮助做好相关防雨措

施，组织人力进行收割。同时，对

接协调村委，备足晾晒应急物资

和场地，保障农民夏粮有效晾晒，

颗粒归仓。

农户单新建说：“要不是有驻

村第一书记李新朝和抢收队的帮

助，今天这片麦子割不完，估计明

天又要淋雨，太感谢你们了。”

麦田里来了抢收队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

员罗思颖）“俺家这块地，大型机

械进不去，我和老伴身体也不好，

这眼看着麦子都熟透了，多亏了

你们来帮忙。”5 月 31 日，新华区

焦店镇刘沟村 4组村民赵领群看

着自家的 1 亩（1 亩≈666.67 平方

米）多小麦被志愿者收割完，松了

口气，连声道谢。

新华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共

有 1.06 万 亩 ，整 体 收 割 比 较 顺

利。但是，也存在像刘沟村这样

的地段，机械进不去，部分麦子抢

收不及时。“我们入村了解情况，

让村干部排查上报尚未收割区

域，迅速组织机关党员干部组建

党员志愿突击队，到刘沟村等地

帮助村民快速收割小麦。”焦店镇

党委书记许跃华说。

5 月 31 日，在焦店镇刘沟村

麦田里，一个个忙碌的“红马甲”

格外显眼。“现在正是抢收抢种的

季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特别理

解没有劳动力的农户这个时候有

多着急，有多需要帮助。”焦店镇

党员志愿突击队队员李丁丁说。

为确保“三夏”顺利开展，焦

店镇多措并举，积极开展小麦抢

收服务工作。他们一边通过组

建党员志愿突击队，对作业机械

无法进入地块和家中劳动力不

足的农户开展志愿帮扶活动；一

边积极与农机部门加强联系，多

方联系作业设备，协调收割机械

就近作业。

截至目前，焦店镇 4000 余亩

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许跃华

说，下一步，焦店镇将持续组织党

员干部下沉一线对困难群众开展

帮扶，同时，统筹安排好秸秆禁烧

和夏种等各项工作，确保“三夏”

生产圆满完成。

党员志愿突击队助农抢收

“真没想到俺在外地的一句

话，就解决了悬在心头的大难题。”

6月 1日，舞钢市杨庄乡五座窑村

在外务工人员余迎盈激动地说。

5 月 31 日下午，舞钢市枣林

镇政府“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一条

该镇党员干部助农抢收小麦的视

频，在众多网友的点赞评论中，一

条私信引起工作人员的关注：“俺

家那边山区比较多，外面的车进

不来，可以帮忙联系收割机吗？”

接到“微友”的求助后，枣林

镇工作人员梁亚洲及时联系，了解

到“微友”余迎盈在外地上班，家中

种的近 7亩（1亩≈666.67平方米）

小麦还在地中，家中仅有老父亲一

人，在焦急地等待收割。经了解，

“微友”老家所在的位置并不在枣

林镇辖区，而是在相距较远的杨

庄乡一处偏远山区。

于是，梁亚洲立即向领导上

报情况，经过两个乡镇的多方协

调、共同努力，不到一天时间，一

台小型收割机就在“微友”所在村

委会干部的指引下顺利入村，把

小麦收完。

听说自己家的小麦被及时收

割，“微友”余迎盈再次通过网络

向枣林镇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这

下 小 麦 一 收 ，晚 上 睡 觉 也 踏 实

了！”

今年“三夏”生产工作启动以

来，枣林镇利用网络热线、网络留

言等方式开通专向反馈渠道，坚

持人员值班值守制度，保持人员

随时在岗在位，及时提供相关服

务，力求当好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贴心人、领路人。截至目前，该镇

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5

个。 （本报记者 杨德坤）

一句留言解了大难题
①6 月 2 日上午，郏县农机中心党

员志愿者在冢头镇李子曰庄村帮助

75岁村民刘富强摊晾小麦。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②6 月 2 日上午，在湛河区曹镇乡

曹西村，由村干部和热心党员组成的

应急抢收突击队在帮助村民装麦、运

麦。 本报记者 孙聪利 摄

③6 月 2 日上午，在郑栾高速郏县

站，由郏县农机局、交通运输局及交警

部门等组建“三夏”跨区机收接待服务

站，工作人员正在值勤，为外来农机手

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6 月 2 日，宝丰县杨庄镇东彭

庄村村民在厂房内晾麦。

近 期 阴 雨 天 气 较 多 ，为 确

保 农 民 收 获 的 麦 子 有 地 方 晾

晒 ，宝 丰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和 杨 庄 镇 携 手 ，将 宝 新 产 业 园

内 20000 余 平 方 米 空 闲 厂 房 作

为 晾 麦 场 地 ，解 决 村 民 无 处 晾

麦 难 题。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提供厂房供晾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