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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农忙“不见人”现代化农机挑大梁
农忙时节记者下田头感受新时代农民的苦累和幸福

“ 锄 禾 日 当
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过去的
农民种地，过着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
苦日子。看天吃
饭，年成不好的，
饭都吃不饱。

今年夏收时
节，记者花了几天
时间，冒着高温烈
日，进入田头、麦
场、粮食收购点等
现场，体验到新时
代农民的苦累和
幸福。披星戴月
的他们，依靠科技
化、机械化、规模
化，实现了致富梦
想。采访中，记者
深深感受到现代
化农机的高效便
捷，让种地事半功
倍；感受到国家政
策对粮食价格的
保护，让农民无后
顾之忧。

不仅如此，从
中央到地方各项
惠农政策的落实
保障，吸引了很多
青年当“机手”，这
些现代“新农人”
的加入，让土地焕
发出新的生机。

机械化助力全程，
“农忙不见人”成新景

“稻要养，麦要抢”，这是流传
了千年的一句农谚。夏收小麦时
节，可以说是和时间赛跑。如果
没有收割，遇到下雨，就会烂在田
里，那半年就是白忙。现如今，在
农业机械化的强大支撑下，不仅
收割时间变短，如遇下雨天也不
怕，因为有先进的烘干设备。

收割、运送、晾晒、装车去卖，
收小麦有着一整套的程序。记者
在丹阳延陵镇多处金黄的麦田里
看到，收割机在来回穿梭中，吞下
沉甸甸的麦穗，又将粉碎后的秸
秆均匀抛撒在田间。田里的小麦
则被机器“颗粒归仓”，收割机里
装的差不多时，会开到田边，将小
麦倒进等候的三轮摩托车车厢
里。然后，三摩将黄澄澄的麦粒
运到场上去晒，晒好后，用铲车直
接装车。整个过程环环相扣，一
气呵成。

“现在便捷了，一台收割机，一
天可以收割五六十亩。以前全靠
人工，一人一天起早贪黑，割两三
亩差不多。”正在田里抢收的丹阳
市中宝家庭农场的贡忠宝，开心地
告诉记者，以前小麦成熟后，要用
镰刀先割，然后用稻草绳捆起来，
再运到场地分摊均匀，用镰盖（随
着社会的发展，打麦机曾一度取代
了它）反复敲打。晒干后，等有风
的时候，用工具抄起来扬一扬，这
样麦子和掺杂物就分离了。

在一晾晒麦场，种田大户夏
红英正在给自家的小麦翻身。夏
红英告诉记者，她老家是安徽的，
一家三口在当地承包了 200 多亩
地。

“我们现在请人请的少，去年
农忙的时候还找了帮工翻晒，今
年全是自己翻，丈夫在收割现场，
收割机割好了运到麦场上。”夏红
英说，从耕到种到收，再到运，全
靠机器。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是夏收、
秋收，当下农田里看到的都是现
代化的农机具，耕、耙这些老农具
都成了稀罕物。一派“农忙不见
人”的新场景，与城市人心目中忙
碌抢种、抢收画面大相径庭。

农民更多的辛苦，已不再是

旧往的高体力付出，而是时间的
紧张，还有配合机收的快速节奏，
以及拒绝不了高温下的灰尘和汗
水。

土地流转给村委会
农忙时打零工
能挣七八千

5 月下旬，正是小麦收割时
节，今年的天气也很给力，连续晴
了好几天。记者在延陵镇一晾晒
麦场上看到，在几百米长少有人
行走的“断头”路上，放眼望去全
是小麦，但偌大的麦场上只有几
名工人，他们正用铁制的农具来
回拖，或用木头耙子在给小麦翻
身。

“给小麦翻身，不然干得慢，
这两天天好，晒一天大太阳，第二
天中午就能收了。”延陵镇西俞庄
73岁的徐金兰告诉记者，她家有4
亩多地，在 2012 年的时候就流转
给大队，不用忙，一亩地每年有几
百元的收入。

徐阿姨说，农忙的时候，帮种
田大户临时帮忙，一天80元，主要
给小麦翻身。打堆现在也不用他
们，用铲车直接铲到一起，最后他
们扫一扫就好了，全是机械化了，
省事不少。

延陵镇西庄湖70岁的贡连云
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在大连旅顺
当过兵，退伍回来在工厂上班，家
里有3亩地，也由大队一起给种田
大户去承包了。“现在身体还硬
朗，退休也没什么事，农忙的时候
打打零工。”贡师傅说，他和这家
承包大户处得不错，已经在他家
帮忙好几年了，做一天算一天工
资，一天 100 元。从收割小麦，到
插秧，拔草，他可以忙上两个多
月，也有个七八千元的收入。这
是一笔相当不错的收入！说到这
些，老人幸福感满满。“在农村，吃
喝用不了多少钱，蔬菜自家种的，
买些荤菜，这些钱够一年的开
销。”

记者了解到，延陵粮食产量
居丹阳之首，有耕地 6.5 万亩，水
面 3.5万亩，是农业大镇。近几年
来，村民自家持有的土地，大都流
转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统一
承包给种田大户，每亩的承包费
按当年的行情来签订协议。

购买农机有补贴，
小青年“机手”
一天收入3000元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
买农机有补贴，促使种田大户竞
相购买大型机械，并吸引很多 20
多岁的青年，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当起新时代的“农机手”。

贡忠宝是延陵镇庄湖人，承
包地已经二十多年，目前承包了
近 300 亩地。随着农田承包面积
逐步扩大，他组建了丹阳市中宝
农机专业合作社，到目前，共拥有
两台688型联合收割机、三台大中
型拖拉机、两台高速插秧机和两
台粮食烘干设备。

“收割机、插秧机、铲车，家里
的机械我儿子都会开，农忙的时
候，儿子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贡
忠宝喜滋滋地说，儿子贡昕钰今
年21岁，职高毕业就回来帮忙了，
主要是帮忙开家中的机械，家里
的麦子收割好了，空闲时还开收
割机帮别人收割。现在他正在开
铲车，在场上帮忙铲麦子。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
到，贡昕钰正坐在铲车驾驶室操
作，本来晒在场上的麦子，在他一
来一回铲堆下，麦子被集中到场
地中间，成了一个个小山堆，然
后，他再用铲车将堆在一起的麦
子铲到农用车上。

“今年我家新买了一台大型
拖拉机，儿子吵着要买，他要开。”
夏红英开心地告诉记者，儿子朱
扬财今年 26 岁，农忙的时候帮帮
忙，平时都在上班。她家买的这
台多用途拖拉机原价要8万多，补
贴下来只花了近 6万元。“我儿子
现在已经在收割完的田里打田
了。”

记者随即赶往麦田，看到朱
扬财开着的崭新拖拉机上飘着红
布，看上去甚是威武。当天中午
的气温达到 35℃，记者打伞、戴
帽，做好了“防晒”措施，还是觉得
热得不行。坐在驾驶室里的朱扬
财，脸被晒得黝黑。

这么热吃得消，辛苦不？“比
上班辛苦还晒人，但是来钱！也
就忙个把月吧！”朱扬财笑着告诉
记者，一天可以秸秆还田近百亩，
按一亩田收 50 元算，一天下来除
去油钱，一天有 3000 元左右的净

收入。
这么高的收入，能让小伙子

不高兴？

国家“休耕”政策好
让农户不用忙
也可以拿钱

今年由于天气好，小麦的亩
产大多达到700斤以上，是个丰收
之年。但记者走访中了解到，今
年粮油管理所收购的小麦较去年
要少，原因是农户响应国家“休
耕”政策。

丹阳市延陵镇粮油管理所负
责人赵国兵告诉记者，今年夏收5
月25日开秤，只忙了半个多月，往
年要忙个把月。今年收购 1000 吨
左右的小麦，去年收购了 3000 吨
左右，较去年相比要少三分之二。

为此，记者采访了镇江市农
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钟志仁，钟站
长告诉记者，为更好地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和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耕地质量、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市农
业农村部门按照省政府《关于在
苏南地区整体推进耕地轮作休耕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
和市政府《镇江市整体推进轮作
休 耕 实 施 方 案》的 工 作 要 求 ，
2018-2019 年度在我市丹阳、句
容、扬中、丹徒和镇江新区 5个辖
市区共实施耕地轮作休耕面积 24
万亩左右。

“休耕”补贴标准是：全市轮
作休耕补贴原则上每亩每年 300
元。各市（区）也可根据实际情
况、轮作休耕方式适当调整补贴
标准。丹阳延陵的种田大户陶老
板介绍，他承包的田休耕了几十
亩，一亩补贴 300 元，除去农机耕
田的钱，可以拿200多元，“不用忙
可以拿钱，国家政策真不错！”

不仅如此，记者还了解到，今
年“三夏”，句容农机部门引进的
首台智能无人驾驶插秧机，已经
在句容郭庄镇唐家庄自然村田头
开展小秧栽插试验工作。

随着智能无人驾驶插秧机等
“黑科技”机械的投入使用，国家
惠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农民兄
弟们，已经将“面朝黄土背朝天”
甩在了身后，幸福的新农村生活，
正大跨步地向他们走来！

（朱美娜）

智能无人驾驶插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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