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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 ，在 宝 丰 县 大 营 镇 段 寨 村 麦 田

里，收割机来回穿梭。

“师傅，来给您送点水，有啥需要只管说。今

儿中午想吃啥？一会儿给你们送饭。”

“谢谢，谢谢……放心吧，你们这边不割完我

们不走！”

临近中午，宝丰县人大代表，大营镇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高彪东带着“三夏”生产服务队

队员到地里给农机手送去饮用水等物资。

“我们提前协调、对接，科学合理安排收割顺

序，对前来作业的农机手包吃包住，尽最大努力

服务‘三夏’生产。”高彪东说。

“大营的服务真是好，提供食宿和防暑物资，

让我们能安心收割小麦。”来自山西运城的农机

手魏晓娟夫妇说。

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给“三夏”生产带来严

峻挑战，高彪东组织大营镇各级人大代表成立

“三夏”生产服务队，靠前服务、主动作为，与时间

赛跑、与挑战抗衡，加强农业服务保障。

通过微信、上门走访等方式，高彪东和村

“两委”干部、网格员广泛发动群众抢收小麦，营

造全员抢收的积极氛围；利用微信、广播等，及

时将麦收期间的天气情况传达给群众，提醒群

众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有利时机全力做好抢收

抢种；靠前指挥，提前联系农机手，为农机手做

好道路指引、后勤保障等服务，最大限度方便农

机手作业，提高收割效率；深入田间地头，及时

掌握收割进度，帮助农户收割、运输、晾晒小麦；

协调各村开放文化广场、学校操场等公共区域，

为群众晾晒小麦“腾地”。

“一共种了 9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就俺

老两口在家，多亏了高主席帮俺找收割机，还

帮俺收麦、晾麦。”在段寨村党群服务站门前的

空地上，该村低保户郭小莲一边对晾晒的小麦

进行翻面一边感激地说。

连日来，高彪东对所分包村的监测户、留守

老人等困难群体进行全面帮扶，确保小麦应收

尽收。

“高彪东和全镇各级人大代表用贴民心、暖

民心的实际行动奋战在‘三夏’生产一线，展现了人大代表为人民

服务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赞扬。”大营镇党委书记杨

普召说。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我要践行好代表使命，全力以赴帮助

群众抢收抢种，用实际行动诠释履职担当。”高彪东说。

（本报记者 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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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6 月

3 日，鲁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服

务中心发布关于启动调控粮食

收购的公告，敞开收购雨后麦

（干芽麦），每斤（1 斤＝500 克）

0.8元至 0.9元。

公告称，根据目前全县小麦

收获情况，报经县政府批准，由

鲁山县瑞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敞开收购雨后麦（干芽麦），标

准：水分 13%以内，气味正常，过

筛、去杂净粮入库；监督举报电

话 ：0375—5051351、张 启 超 ：

15238261981；收购地点：瑞丰公

司各库点。

瑞丰公司是国有粮食企业，

下属的 6 个库点积极腾仓备库

4.68万吨，最大限度满足县域农

民的售粮需求，做到“仓等粮”；

申请贷款 8000 余万元，农民售

粮后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售粮

款，做到“钱等粮”；提前开展收

购人员培训、输送机器维护等工

作，为收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做到“人等粮”。

鲁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服

务中心要求收购人员用心做好

服务，维护种粮农民利益，严防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小麦流

入口粮市场。

敞开收购雨后麦（干芽麦）

鲁山县启动调控粮食收购

6 月 4 日，在河南宝丰国家

粮食储备库，宝丰县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对这里的计量器具、价

格公示等情况进行检查。

连日来，该局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分赴各夏粮收购点进

行实地督导，查弱项、补短板，切

实维护夏粮收购市场秩序，确保

夏粮收购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该局已出动执法

人员 400 余人次，检查各类粮食

收储经营主体 76 家，市场秩序

总体稳定。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服务夏粮收购

临近6月4日下午4点，市农业机械

技术中心生产科科长李长河在紧锣密鼓

地统计全市麦收进度。“昨天下午5点全

省过半了，咱平顶山是 74.5%。从 5 月

30日的5.1%到 6月 3日的74.5%，大家真

是拼了！其中，6月 1日进度最快，增长

了近24%。”说起麦收，李长河了如指掌。

这位在农机系统干了 30 多年的

“老兵”，自“三夏”生产工作启动以来，

一直在抢收战线连轴转。

农业干部一线强担当

和李长河一样，市农机中心副主任

陈磊从 5 月 22 日我市启动“三夏”生产

工作以来，已经 10多天没停歇了。“昨天

晚上几乎下了一夜，11点左右下得比较

大。今天上午 8点多停了，之后停停下

下，中午有一阵雨大概持续了 20 多分

钟，下得比较急……”对于这些天的天

气情况，陈磊几乎是论小时来计。

陈磊之前干过基层派出所所长，当

过乡（镇）长、党委书记，2022 年 9 月到

市农机中心工作。“他说自己是农机战

线上的一名新兵，谦虚得很，和我们一

起下地头，坚持在一线‘作战’。”市农机

中心计划财务科科长刘翔鹰对陈磊的

努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6 月 2 日，到郏县察看麦收情况的

陈磊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所

见所闻，就连接电话了解到的情况也记

录在内。“怕事儿一多有的给忘了，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对于一些当时不着急

的事，先记下来，等不太忙了，再一件一

件盘点、落实。”陈磊说。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趁

午饭间隙，他又挂念起汝州的情况。“昨

天去看时，汝州很多麦子还不熟，正好

和别的地方打个时间差，得提前落实好

农机。”陈磊说。

摸清一个、落实一个、勾掉一个，勾

掉一个又安排一个：“6 月 3 日，召集舞

钢、宝丰、叶县、郏县的农机部门推进全

市小麦烘干补助工作。”一桩桩、一件

件，陈磊笔记本上记录的是“三夏”，心

里牵挂的是粮食安全。

“往年这个时候也是连轴转，但是

今年又加了个‘作难’。”宝丰县农业机

械技术中心主任王俊喆说。

“三夏”遇到连阴雨，农业部门干部

感触更深。5月31日，记者在宝丰县杨庄

镇薛谭村采访时，王俊喆格外引人注意。

轰鸣作响的麦田里，他打电话的声音震

天响：“哪儿？哪儿缺？中！有！马上调！”

当天他电话不断，声音一直处于嘶

哑状态。薛谭村麦收完，稍微静下来的

他坐在地头告诉记者：“机器到了，心里

安定。TB60（型号）割幅 2米，在好地块

作业，每两三分钟收割 1亩（1亩≈666.67

平方米）。TB80割幅 2.5米，更快。”

当晚 11点多，记者向其求证采访稿

子中的一个细节时，电话那头依然是机

器轰鸣的声音。“没事，不打扰，你随时

打，今儿黑就在地头过。”王俊喆说。

忙得脚不沾地，是当下不少农业部

门干部的写照。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得

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应滨街道北滍

村 73岁的村民孙花在自家地头急得直

抹泪，应滨街道农综办主任孙辉锋放下

端在手里的饭，赶紧联系收割机进地帮

忙抢收。

“经过几天昼夜奋战，夏粮抢收进

度很快。”6 月 2 日，示范区农综办主任

周 阿 军 说 ，截 至 2 日 下 午 4 时 ，该 区

21300 亩小麦全部收割完毕，还播种了

18310 亩。近段时间，示范区把麦收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区农综办组织各镇

（街道）、各局委包村干部成立 29支“三

夏”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

众抢收抢种。

基层工作人员一线忙抢收

“正发愁麦子怎么收呢，你们就上

门了。”6 月 1 日，郏县王集乡雨霖头村

57 岁的郝秋环对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李振亚感激地说。

阴雨连绵，收割机不能进地，麦农

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雨霖头村工

作队也急。工作队主动找到村“两委”

干部，要对困难户收麦、晒麦、卖麦进行

“一条龙”服务。

说到做到。鉴于郝秋环早年丧夫、

单身一人，驻村工作队主动帮其联系大

型收割机，并把打好的麦子运送到家。

在雨霖头村，像郝秋环家这样缺劳动力

不能收麦的有十余户，驻村工作队一一

帮助他们做好收、种、运、储等农活儿。

6月 2日，在鲁山县辛集乡程东村，

市纪委监委驻程东村第一书记吴成高

和单位工作人员在帮助村民收麦。夏

收以来，市纪委监委积极组织志愿者

深入田间地头，帮助村民抢收抢种。

来自驻马店的农机手马嘉豪切实感

受到了舞钢市各级党员干部的担当和热

情。6月3日，他驾驶农机刚到杨庄乡岗

李村，农机就出现了螺丝松动、皮带打滑

的情况。岗李村党支部书记谢东明了解

情况后，赶紧联系农机维修师傅为他提

供免费服务。杨庄乡副乡长袁卫卫还根

据乡里服务农机手助农抢收指挥部的方

案，为其送来“大礼包”，解决吃住问题。

高新区今年种植小麦 2.1 万亩，全

部在遵化店镇，目前已收割完毕，这也

得益于该镇提前成立的“三夏”生产党

员先锋队。

“俺村种了 800余亩，1号那天凌晨

2点多从叶县联系到 6台收割机，早晨 6

点进田收割，2 号下雨前全部收割完

了。”6月3日，遵化店镇节张村党支部书

记张喜民说。由于连续忙碌在夏收一

线，张喜民的眼睛布满血丝。

麦收期间，遵化店镇“三夏”生产党

员先锋队队员全部奔赴一线，帮助孤、

寡、外出务工等家庭抢收小麦，为农机

手送饭送水。遵化店镇韩庄村村民吴

随印、郑秀玲、吴红岭家都有 2.5亩小麦

要抢收，但均缺少劳动力。这些情况早

被党员先锋队在先期摸查时掌握，为他

们 3家联系了收割机。

对于无法进机械的麦地，党员先锋

队队员拿起镰刀下地收割，并帮助运送

到家。“每年收小麦时，我的那块地都比

较麻烦，不能进机械，只能靠人力。感

谢各位党员同志帮我收麦。”韩庄村村

民贾荣说。

同样的，在示范区也有一支党员帮

扶队。“年年收麦村里都派人帮我。今

年天不好，大家都忙着抢收，估计是顾

不上我了。”78岁的叶全是滍阳镇叶营

村的留守老人，眼看村民都在昼夜抢

收，老人越发着急起来。让叶全没想到

的是，叶营村党支部书记叶志刚已经帮

他联系好农机，并派组长叶栓柱带着俩

年轻党员干部前来帮忙。

叶营村有 16 户留守老人。在示范

区统一组织下，叶营村成立帮扶队，对

每户留守老人都指定两名帮扶人员。

示范区共有夏粮 2.1 万亩，其中滍

阳镇 1.8 万亩。除了帮扶队，滍阳镇还

建立“镇、村、组”三级网格化抢收包靠

机制，全员下沉一线，“白加黑”不停作

业，帮助群众快收快运快晾。

农机手一线显身手

6月 1日，天气晴好。当天下午，示

范区滍阳镇焦庄村联系的农机手郭江

驾驶着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

穿梭。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麦粒瞬

间被倒入三轮车里。

郭江是宝丰杨庄马街人，每年麦收

时节，都和儿子郭晓飞一起奋战在田间

地头。

“今年农户心里都着急，我们能多

干点儿就多干点儿，啥时候农机部门说

收完了，俺们再回家。”郭江说，只要不

下雨，他和儿子交替加班作业，每天早

上 7 点下地、晚上 9 点收工，一天能收

130多亩。

“平顶山的服务真周到，明年我们

还来这儿。”河北省跨区作业农机手王

建会说，天热了，有卫东区农机中心免

费提供的矿泉水等降暑物品；到饭点

了，村“两委”干部把饭送到地头，每天

还不重样；下雨了，有人接他们到区里

安排的住处。“就连农机有点小毛病，他

们都给免费修。就冲这服务，我也得好

好在平顶山发挥作用。”王建会说。

来自许昌市襄城县的农机手刘国

军对卫东区的服务也赞不绝口：“肉夹

馍、烩面、饸饹面，变着花样让我们吃

好，特别感谢。”

服务到位，干得舒心。自 6 月 1 日

上午 9点到卫东区后，刘国军就没停事

儿。从 9 点到下午 5 点，他收了 120 余

亩。晚上 6 点多吃完村“两委”干部送

上的饭后，他又收了 80亩。

由于服务到位，不少农机手说等当

地的小麦收割完毕后还要前往叶县、宝

丰、鲁山、郏县，持续在我市夏粮抢收一

线显身手。“全市麦收一盘棋，我们这儿

收完后，还要积极对接调度，帮其他兄

弟县（市、区）留住农机手，齐心协力推

动我市夏收工作。”卫东区农机中心主

任李瑞芳说。

…………

全市一盘棋。在当下“三夏”生产

的紧要关口，市委组织部印发的《关于

动员全市驻村第一书记紧急投入“三

夏”麦收工作的通知》正落地生效。全

市 777 名驻村第一书记、697 个驻村工

作队队员在田间地头和农户干在一起、

拼在一处。

同样的，我市农业农村、农机部门

以及各县（市、区）也在围绕“三夏”生产

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为打好夏粮抢收攻坚战，5 月 30

日，鲁山县农机中心出台措施，成立安

全生产和技术指导工作队、机具调配和

抢收帮扶工作队，公布 24 小时应急值

班电话。“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 5月 31

日至 6月 7日从外县调入鲁山县进行小

麦收割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凭在作业村

开具的证明、行车证和身份证到农机中

心登记后，每台收割机有 300元的燃油

补助。”该中心主任黄延军说。

在宝丰县，县里组织规模较大的农

机合作社分片区作业。“不打乱仗，科学

调度，在麦收紧急关头，走出一条‘党建

引领、政府主导、党员上前、干群同心、

合作社共助’的‘抢麦’之路。”宝丰县副

县长孙志刚说。

在叶县，“一号公路”变身“保收路”。

长达近百公里的道路一侧，麦子绵延成

金色的地毯。该县交通路政执法人员变

身服务人员，每隔一段在麦子边缘放上

安全标志，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晾

晒村民不时向执法人员致谢，过往司机

也轻按喇叭向执法人员致敬。

在郏县，县里成立“三夏”工作队帮

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各乡（镇）政府机

关院子、学校操场、闲置厂房等场所均

可供群众晾晒小麦。

县里带头带得好，乡里落地落得

实。连日来，郏县副县长、白庙乡党委

书记陈高超和该乡乡长李静锐不断深

入田间地头察看麦收情况。6月 4日下

午，雨天，麦收暂缓，他们又在细细盘点

全乡 24 个行政村农机进不去的地方。

“等天晴后，党员、村‘两委’干部、志愿

者齐上阵，能机收的机器到位，不能机

收的人到位。”陈高超说。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朱江淼 高轶鹏

——我市坚决打好夏粮抢收攻坚战剪影

人心齐人心齐 粮归仓粮归仓

村民在等待小麦收割后装车村民在等待小麦收割后装车 陈高超陈高超 摄摄

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道路上摆放反光锥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道路上摆放反光锥，，在保证道路在保证道路

通畅的同时通畅的同时，，帮助群众晒粮帮助群众晒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沛洁杨沛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