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曹 甲

美术编辑/郑唯唯 本版校对/孙宏燕 关注06 2022年6月24日

星期五

6月2日，在山东省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驾驶农机收获小麦。

“今年我种的小麦平均亩产600
多公斤，每公斤卖出的价格是3.2元，
一亩地收入近2000元，种植了500
亩，有近100万元呢。”职业农民梁立
峰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武
庄村种植基地掰着手指头说。

梁立峰今年42岁，对农业机械
情有独钟，在他的基地内，植保无人
机、自走式喷药机、自动喷灌设备等
有序摆放。“从种到收，有的找专业农
机组织，有的使用自己的设备，全程
都是高标准机械化。”梁立峰说。

这些设备不便宜，种地要投入很
多，为什么不用人工呢？原来，梁立
峰有记账的习惯，他从衣服口袋里掏
出了一个笔记本，从后往前打开，上
面写着植保无人机价格4.5万元，性
价比高。

梁立峰说，用植保无人机打药，

每天能作业500亩，至少是人工效率
的20倍，流转的耕地当天就能完成
作业，利于农作物生长，省钱省力省
心，综合算下来很快就能“回本”。

记者看到植保无人机价格后面，
还写有自走式喷药机，上面标着一台
5万元、补贴1.5万元。他说，这个属
于植保机械，政府有补贴，现在只要
是对提升农作物品质有帮助的机械，
都会有计划、有步骤地购买。

南和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
办公室负责人刘斐说，为满足广大农
民机械化生产的需要，相关部门对从
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购买的部分农机设备，给予不同
程度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
人们购买农机的热情。

在笔记本中间，梁立峰记录着从
冬小麦种植时到收获前后的各项支

出：深翻耕地30元，玉米秸秆粉碎
12元、旋耕两遍65元、小麦底肥160
元……“记录好什么日期进行什么田
间管理，花费有多少，每一步都心中
有数，也能对每年的情况进行比较，
适度调整田间管理策略。”梁立峰说。

南和区部分种粮大户称，今年尿
素价格上涨较快，比2021年每吨价
格高1000多元，但因为相关部门给
予了补贴，对部分药物等也进行了免
费发放，加上今年粮价较高，种粮效
益依然不错。

梁立峰说，相较于分散种植，他
可以直接联系厂家，种子、农资、技术
服务等方面能享有折扣，比如小麦种
子，他每公斤4元可以买到，而市场上
需要5元，小麦收割可以40元一亩，
而普通农户需要60元左右。“集中耕
种后，各项投入成本能降低10%，之

前的田间小路也成了耕地，粮食亩产
平均增加了近100公斤。”

从梁立峰账本中，记者一项项算
下来，减去地租、农资、田间管理、人工
成本，每亩净利润有300多元。“怎么
样，不比城里人赚得少吧。”梁立峰说，
这还只是种植小麦的。按照惯例，种玉
米的纯收入每亩要比小麦多100元左
右，全年预计收入40万元问题不大。

南和区区长张守锋说，南和区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较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朝
着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方向转
变。当地一方面加大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各种技
能，一方面组织农业、科技、金融等部
门为农户提供“上门服务”，真正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华社石家庄6月21日电

一位职业农民的“种粮账本”

夏收时节，在山东省德州市临邑
县德平镇大西关村的麦田里，几台收
割机排成一排，轰隆隆地穿梭在金色
的麦浪中。富民家庭农场负责人魏
德东指着刚收获的小麦说：“亩产量
将近1300斤，一亩地比往年增产了
百十斤，不仅产量高，品质也好。”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魏德东种
的2300亩小麦去年11月初才播种，
比往年推迟了20天左右。“当时心里
没底，很担心小麦产量。”从2008年
就开始规模种植的魏德东说，“做梦
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收成。现在
来看，除了积温、墒情等适合小麦生
长外，党委政府的重视，各项生产措
施的落实，是丰收增产的最大底气。”

德州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为此，去年当地建立起四级“书
记抓粮”机制，村抓样板田、镇抓示范

方、县抓核心区、市抓高产片，并为每
块麦田配备农技专家，通过“一个行
政团队+一个专家团队”的服务对接
机制，实现科技稳粮。

魏德东的麦田就位于核心区
内。“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过完
年一开春就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
头精准指导。”魏德东说，“提升产量
不多花些心思可不行，就今年的情况
看，前期是促弱转壮，后期是控制倒
伏，预防干热风，这些科学措施做到
位了，产量就没问题。”

与德平镇紧邻的临邑县翟家镇，
种粮大户段希林的650亩小麦也迎
来了丰收，平均亩产量达到700多公
斤。“其中3.28亩示范田，经省市县联
合专家组现场实打实收，亩产量达到
了839.2公斤，创了新高。”段希林兴
奋地说。

遭遇晚播、苗情偏弱等不利因
素，小麦还能高产增产，探寻其中缘
由，段希林告诉记者，成功的密码是

“7311”工程。面对记者的疑惑，他进
一步解释道，就是七分种三分管，再
加上做好良种、精耕、镇压、调肥、补
水、统防等11个环节，这样产量就能
有保障。

“小麦高产主要看亩穗数、穗粒
数和千粒重，而这三要素的关键是播
种质量。”段希林以播种举例说明，他
们改变传统小行距密集条播为等行
距宽幅播种，采用小麦宽幅精量播种
机播种，精细调试好播种量，严格掌
握播种速度和深度，这样就能提高小
麦个体发育质量，有利于前期促蘖、
中期促穗、后期攻粒。

如何让普通农户掌握这些种植
技术？翟家镇党委书记张万里说，镇

里成立了云上专家顾问团和线下专
家智慧团，并聘请种植能手、“老把
式”，将种植经验带到田间地头，组织
召开小麦田间管理沙龙，及时解决生
产中的问题，提高农业技术的落
地率。

“每到小麦播种期、分蘖期、越冬
期和返青期等关键节点，我们就邀请
专家实地指导，提供科学的种植依
据。同时，建设镇级示范方和村级样
板田，以点带面促进全镇粮田丰产。”
张万里说。

“专家指导加上科学管理，全面
提高了小麦种植的精细化、规范化水
平。”临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邢甲
光说，今年全县83万余亩小麦平均亩
产552.6公斤，其中核心区平均亩产
610.3公斤，总产量增加460万公斤。

新华社济南6月20日电

种粮大户的增产经

6月12日，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东家庄村，农民将收
获的小麦装车转运。

6月1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小代梅村，农民利
用机械将小麦秸秆打捆。

6月13日，在山东省荣成市上庄镇大李家村晾晒场，村民们在
晾晒小麦。

面对去年秋汛导致播种较晚的
不利开局，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省山
东通过精细化田管和全过程防灾减
灾等措施，接连迈过苗情弱小、病害
威胁、局地旱涝等多个关口，筑牢粮
食生产压舱石。眼下，齐鲁大地大规
模小麦机收已基本结束，夏粮丰收的
图景渐渐清晰。

壮苗早行动
精细管理保丰收

“种了一辈子的地，就数这茬小
麦种得最晚。”聊城市阳谷县阿城镇
常楼村种粮大户常绍兵说，小麦播种
前的黄河流域秋汛和后期低温天气，
让他流转的150亩地去年直到12月
初还没播种。

在农技人员的建议下，常绍兵采
用了覆膜种植新技术。6个月过去，
小麦亩产超过650公斤。“往年都是
500公斤左右，种得好的也就550公
斤。”他说，新增的地膜成本不仅完全
收回，还有得挣！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冬小麦播
种普遍推迟半个月左右。早在今年
春节前，山东就启动了冬小麦“科技
壮苗”专项行动，组织专家到田间地
头进行技术指导，精细化田管，比往
年提前了约一个月。

夏收期间，记者在禹城市伦镇看

到，小麦穗大粒多、颗粒饱满。伦镇
人大主席邵丽琦介绍，今年春季，农
技人员下沉，指导种植户通过镇压、
强化水肥管理等措施促弱转壮。伦
镇14处测产点，平均亩产量为600公
斤，最高710公斤。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6月20日下
午5时，山东省应收小麦6003万亩，
已收 5935.8 万亩、占 98.9%。除青
岛、烟台、威海外，其余地市基本收获
结束。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
说，预计今年山东小麦生产呈面积
增、单产平、总产略增的态势，扛牢了
粮食大省责任。

与时间赛跑
虫口疫口龙口齐夺粮

装机、灌药、起飞，几架直径一米
左右的无人机在技术人员操控下盘
旋爬升、空中悬停、匀速前行，雾化药
肥混合剂均匀地洒在麦苗上，仅用1
分钟就完成了1亩农田的植保任务。

3月底，德州市夏津县东李官屯
镇开展飞防作业。“当时作业的地里，
就有500亩是我的。以往用人工喷
药需要七八个人、七八天的时间，现
在一天时间就能完成，效果更好。”段
庄村种粮大户孙吉顺说。

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山东小麦

条锈病发生面积 2020 年 640 万
亩，2021 年 900 万亩，2022 年 40
万亩……小麦生长中后期，在疫情多
地散发状况下，山东着力“虫口夺
粮”，以“一喷三防”全覆盖为抓手，开
展病虫害防治1.05亿亩次，有效防止
了小麦条锈病大面积传播，为夏粮丰
收奠定了基础。

春节以来，山东有效降雨缺乏。
据山东省水利厅介绍，山东统一调配
各类水源，合理制定供水计划，有效
确保用水供给。全省38个大型灌区、
168个中型灌区，累计灌溉面积4975
万亩，供水量38.41亿立方米。

6月5日，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
道五庄村，农户胡长海种植的8亩“济
麦60”在专家、种植户的见证下，交出
了一份让人惊喜的答卷——在土壤
含盐量 4.5‰、滴水未浇的情况下，

“济麦 60”测产平均亩产 460.98 公
斤，创下了盐碱地小麦的高产典型。

压实党政同责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泰安肥城市，3000 亩“减垄增
地”书记指挥田麦穗沉沉。

据介绍，通过集成推广小麦“减
垄增地”模式，有效种植面积增加
10%左右、亩产提升60公斤以上。泰
安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减垄增

地”种植模式累计推广48.77万亩，增
加有效种植面积4.9万亩。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在夏津
县，组织架构上党政双挂帅，关键措
施上党政双负责，推进落实中党政双
督导，确定了市县乡村四级领导指挥
田共594处16.5万亩，其中市级指挥
田3处、县级指挥田15处。

行走在齐河县的田野间，一座座
银白色的高大趸式粮仓点缀在金黄
色的麦田里，引人注目。今年，齐河
县投资5亿元，在全县高标准建设16
处粮食烘干仓储项目及配套设施，为
农户提供代烘干、代加工、代储存、代
清理、代销售等服务。

在齐河县刘桥镇粮食服务中心，
记者看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
鱼贯而入。经过检验、精选、烘干等
程序，刚脱粒的小麦进入趸式粮仓，
农户不再为阴雨天晾晒不便导致的
霉变等问题担忧。

粮食收获，要确保“有人收粮、有
钱收粮”。东平县沙河站镇董堂村
粮食经纪人少、售粮无固定渠道，中
储粮泰安公司提出了“村委领办合
作社带动并辐射周边种粮大户送一
手粮”的村企合作模式，直接收购该
村农民小麦，让农民种好粮的同时
卖好价。

新华社济南6月21日电

绘就夏粮丰收图景
——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省山东夏收观察

66月月1616日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金丰家庭农场的麦田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金丰家庭农场的麦田
里里，，收割机在收割小麦收割机在收割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