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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三夏

登封李家沟村：
1200余亩小麦收获近半

本报讯（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白
文豪 宋宁博）“又是一个丰收年。”登
封市李家沟驻村第一书记宋宁博站在
田垄边高兴地说。金灿灿的麦田里，
收割机正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三
夏”时。登封市夏收大幕已经拉开，夏
种正有序展开。为确保小麦颗粒归
仓，登封市纪委监委驻李家沟村工作
队积极部署，通过“四抢先”全力以赴
做好“三夏”抢收工作。

抢先调度，李家沟驻村工作队积
极引进 5台外地小麦收割机，做到应
早尽早、应收尽收；抢先晾晒，充分利
用村委会广场、空置厂房、房前屋后
等，提升收获小麦品质；抢先赔付，积
极落实上级政策，做好受损面积统
计，将损失降到最低；抢先夏种，麦收
过后及时趁墒早播，不误农时，保障
粮食平稳增长。

截至目前，李家沟村 1200余亩小
麦收获近半，已播种秋作物占预播面
积的35%。

新密：铁纪护航“三夏”忙
本报讯（记者 薛璐 通讯员 卢春晓）

“农机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怎么样？
可 投 入 使 用 收 割 机 数 量 是 否 摸
清 ……”连日来，新密市纪委监委驻
农委纪检监察组深入田间地头、走访
农户，全力护航“三夏”生产。

时值“三夏”，麦浪滚滚。为确保
夏粮丰产丰收，新密市将“三夏”的监
督检查与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以“小切
口”纵深整治，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
益。统筹协调派驻监督、巡察监督，
聚焦农机保障、惠农政策、灾害预
防、农资保供、粮食收购等 5个方面，
多轮次、不间断深入 18 个乡镇（街
道）以及农委、发改委、应急管理局
等职能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建立“三
夏”问题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对账
销号。截至目前，已监督检查 28 轮
次，发现问题 12 个，已督促相关部门
全部整改到位。

这几年，年纪渐大的李金喜已
不再去外地割麦。而与李金喜同村
的高飞则是一名“新麦客”。今年
40岁的他已有10年农机“驾龄”，每
年都会开着收割机去外地割麦。昨
日，通过李金喜，记者联系到了正在
南阳割麦的高飞。如果说老农机手
李金喜身上记录的是不同年代的麦
收，那么高飞身上记录的就是从南
到北不同地区的麦收。

5月 15日，高飞开着收割机离
开了家。他首先到的是湖北北部
的小麦种植区。在这里，他开始了
今年“5月人倍忙”的时期。彼时郑
州区域的小麦尚未成熟，南襄盆地
已是满眼金黄。他一天的开始与
前辈李金喜相同。他几乎每年麦
收都会来这里，所以这里的人很多
都认识他。

从5月中旬离家，到6月中旬归
家，最南到湖北，最北到唐山，不同
的地方，一样的丰收。一个月时间，
辗转1000余公里，高飞不是在麦田
就是在去麦田的路上。高飞每天割
麦时间都在15个小时以上。

外出割麦的日子里如何吃
住？高飞说，他们吃饭时经常就是在
路边随便买些食物对付两口，晚上大
家基本都是露宿原野，直接在收割机
里睡觉。麦客们人在异乡，食宿条件
很艰苦，但异乡的人们把他们视为最
尊贵的客人。高飞也说道，每次割
麦割到吃饭时间，都会有乡亲们热
情地把他们拉到家中用饭。而且现
在每到一个地方，道旁都有当地设
立的服务站，服务站里有水、药品及
日常生活用品，极大方便了他们这
些跨区作业的麦客。

月上中天，已是深夜。割麦割
到夜里 10点多甚至 12点多，对高
飞来说是常态。每天晚上结束割
麦后，都会有农户邀请他到家里洗
一洗。洗罢，高飞谢绝农户的留宿
邀请，将收割机开到安全的地方，
他就躺在驾驶室里休息。

深夜，所有的收割机都已停止
轰鸣。星空下的麦田是一片浪漫
的氛围。睡觉前，高飞给在郑州家
里的妻子打来电话。“累不累？吃饭
吃饱没？不要太辛苦了，明天少割
点……”高飞说，每次打电话，妻子
从不问他一天挣了多少钱，只是让
他吃好、注意身体，不要那么辛苦。

如今麦收已全面开始，在接下
来的十几天里，高飞将一路向北。
他说，唐山是他的终点站。
记者 赵冬 李宇航 文/图

广惠街街道：
网格员田间地头助麦收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岳
蓓蓓 刘慧青 徐少杰）连日来，中牟
县广惠街街道组织村网格员充分
发挥人熟、地熟、地况熟的优势，深
入田间地头为“三夏”安全生产保
驾护航。

各村网格员提前做好人员、收割
机的协调，按地块分工运作。一是成
立由网格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实地
了解群众需求，组织人力、机械开展
各项帮扶工作，帮助留守老人家庭
以及残疾人家庭等群体，确保夏收、
夏种、夏管顺利进行；二是及时传达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收和传播等工
作，加快小麦收割进度；三是依托

“蓝天卫士”系统，网格员联合街道
农业服务中心、消防安全服务中心、
村组干部，全天候开展巡逻值班，防
止火情发生，全力构筑织牢安全生产

“防护网”。

从晨曦到深夜，收割机的轰鸣声透着丰收的喜悦

每天收割小麦150亩以上
他们是麦田的过客麦收的主角

夜 来 南
风，广袤的中
原 大 地 被 染
成 一 望 无 际
的 金 黄 。 在
这 个 丰 收 的
季节，有一群
人 操 作“ 神
器”穿梭于麦
田，把眼中的
丰 收 变 为 手
中 的 丰 收 。
他 们 就 是 农
机手，是每一
片 麦 田 的 匆
匆过客，也是
这 个 季 节 的
主角。

每到麦收时节，李金喜的一天
都是从晨光熹微中开始，在夜色深
沉里结束。这一天是简单的，简单到
他一天只做一件事；这一天是忙碌的，
忙碌到他一天几乎未离开过麦田。

李金喜是郑州航空港区龙王
办事处赵郭李村人，今年 63岁的
他农机“驾龄”有近 20年。从少时
手拿镰刀割麦，到中年时拥有第一
台收割机，再到现在，虽年迈但能
驾驶着最先进的收割机驰骋在金
浪滚滚的麦田，李金喜亲历了每一
个时代的麦收。他说，年年岁岁，
不变的是那片土地和割麦人，变的
是一年比一年饱满的麦穗，还有一
年比一年先进的收割机。

昨日早上 5点多，迎着晨曦，
李金喜开着收割机来到一片麦
田。这片麦田属赵郭李村，前一日
跟他预约好的农户已在地头等
候。初夏的早晨是清凉的，太阳还
未升起，金黄的麦穗散发着耀眼的
光芒。“来得早啊。”“麦收不等人，
看着熟透的麦穗心里欢喜，但也着

急啊。”简短的两句交流后，李金喜
就开启了当天的“第一镰”。

这是一片平坦的大地块麦田，
远望如金色海洋，晨风吹过，微浪
轻翻。每一个农机手都喜欢这样
的麦田，平坦、连片，收割起来方
便，效率也高，割完这一家的麦子
紧接着就能割下一家的。李金喜
说，如果都是这样的麦田，他一天
能收割 150 亩以上。在农户的引
导下，李金喜驾驶着收割机驶进麦
田。他介绍道，他驾驶的这台收割
机机收损失率不到2%。只见收割
机驶过处，一棵棵麦穗被卷入割
台，顷刻之间，地上仅剩浅浅的麦
茬。大约十几分钟后，第一家的小
麦收割完成，早已在旁等候的另一
个农户立即把李金喜引至旁边的
自家麦田。

对于一个农机手，技术很重
要。李金喜的收割技术在十里八
村有口皆碑。不同农户家的麦田
往往是连着的，中间没有明显的分
界线。技术不到家的农机手在收

割一家的麦子时，很容易割到旁边
农户家的麦子，这就有可能引发一
些争执。李金喜从未出现过这样
的失误，在村民心中，只要把麦田
交给李金喜，就可以完全放心。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中
午时分，太阳正炙，李金喜的妻子
带着饭来到田地。还在麦田里忙
碌的李金喜把正在收割的一片麦
子收割完后，才来到地头吃饭。三
五分钟，一大碗面条进肚，他立即
又把收割机驶进麦田。其实不只
是午饭，麦收时节，李金喜经常一
日三餐都是在麦田里吃，这也是绝
大多数农机手的状态。

夜已深，麦田里仍传来收割机
的轰鸣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
格外响亮，但没有人觉得它吵，在
大家心中，这是丰收的声音。深夜
12点，李金喜驾驶着和他一样疲累
的收割机回到家中，简单地洗了
洗倒头便睡。四五个小时后，他就
又要起来，在新的一天重复着前一
天的繁忙。

老农机手的麦忙时刻

辗转上千公里割麦的“新麦客”

农机手在收割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