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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滚滚，机声隆隆，田野欢歌。又到了小麦收获的
季节，丰收的麦香已经吹遍广大乡村。走进黄淮海平原的
田野，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伴随着收割机
穿梭作业，成片的麦子被吞进其腹中，地头上慢慢堆起了
金色的麦粒，农民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与此同时，在南方和东北的一些地方，农民们正忙着
水稻插秧。据农业部门反馈，今年全国水稻集中育秧面积
扩大。各地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和增产模式攻关，
大力扶持新型种粮主体，积极引导育秧专业户、种粮大
户、合作社等开展集中育秧和机插秧。今年全国早稻集中
育秧面积比去年增加 350 多万亩；机插秧面积比去年增加
120多万亩。南方一些地区的中稻栽插有所提前。

老话说，麦收有五忙，“割、拉、打、晒、藏”。这是在人
工收麦的时代。如今，随着农机化水平提高，麦收的时间变
短很多，麦农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辛苦劳作，只需要约好收割
机，预备好袋子即可。

对于麦农来说，种小麦收益稳定。今年国家继续实行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保持价格稳定，中央财政专项安排
小麦“一喷三防”补助 15 亿元，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
补助 5.5 亿元，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补助 5 亿元，并在春
耕生产前下拨到位。5 月下旬到 6 月下旬，农业部成立 3
个督导组，分赴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 5 个小
麦主产省开展“三夏”生产工作督导检查。

伴随“三夏”生产，农业转变发展方式正有序开展。

农业部继续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集成推广节水、节
肥、节药等技术，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华北、西
北等地推广小麦节水品种，预计今年达到 1000 万亩，比
去年增加700多万亩。河北地下水漏斗区推行“一季休耕、
一季雨养”的模式，调减用水量大的冬小麦100多万亩。

据悉，目前各小麦主产省农用柴油供应较为充裕，市
场较为平稳。各省在正常供应基础上增加柴油投放量，要
求各加油站及零售网点对“三夏”农机用油 24 小时敞开
供应，保障辖区内市场供应。各地已经做好夏播物资和技
术准备，努力发挥农机作用，指导农民熟一块、收一块、种一
块，加快夏播进度，增加适播面积，提高播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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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围西村农民正在晾晒

小麦，田间地头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房德华摄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李洼村麦田里，“麦

客”驾驶大型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 刘曙松摄

▲河南唐河县，无人机正在喷洒秸秆腐熟剂。一

系列新农机大显身手，使“三夏”生产实现全程机械

化。 丰兴汉摄

▶江西永丰

县七都乡鹅颈水

库灌区，农民正在

忙于夏耕夏种。

刘浩军摄

▶河南许昌长葛

市石象镇李沙沃村村民

把上万亩小麦秸秆变废

为宝，回收再利用。

朱 宁摄

◀连日来，辽宁

锦州市义县高台子镇

北砖城子村农民抓紧

进行旱稻全程机械化

插秧。 李铁成摄

▲河北省小麦机收启动仪式日前在成安县举行。据悉，河北省今年小麦收获面积达 3449万亩。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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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矿山集镇黄庄村农民正在抢

收小麦。该市趁着晴好天气争分夺秒，加快夏收进度，

确保颗粒归仓。 李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