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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 端午假期，在
“中国面粉城”——永城市 20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吹
麦浪，满地金黄，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在金色麦浪里穿
梭作业，农民忙着把小麦颗粒归仓，田野上一派繁忙景
象。

“全镇共种植小麦 6.65 万亩，现已收割 4.5 万亩，亩均
产量 500 公斤以上。”6 月 3 日，在永城市新桥镇大蒋庄村
一块麦田里，镇长刘志永边查看麦收进度边介绍。为做好

“三夏”生产工作，新桥镇在宣传到位、措施到位、帮扶
到位上下足功夫，确保高质量完成颗粒归仓和秸秆禁烧任
务。

永城市实行市直单位帮扶乡 （镇、街道） 工作机制，
118 个市直单位分别对口帮扶 31 个乡 （镇、街道），帮扶
物资、现金有 200 余万元；各乡 （镇、街道） 成立“三
夏”志愿帮扶队，及时组织开展代收代种代管服务，帮扶
群众 1 万余户，代收小麦面积 3 万余亩，确保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

今年麦收季节，新桥镇闻令而动，在 18 个行政村均
成立了“三夏”志愿帮扶队，及时帮助因疫情无法返乡、
家中缺劳动力等困难农户，获得广大群众好评。

新桥镇抢收成效明显，永城市麦收进度如何？据永城
市农业农村局提供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5 日记者发稿时，
永城市日出动联合收割机 5000 余台，172.98 万亩小麦已收
割 162 万亩，收割百分比 93.65%，20 余个乡 （镇、街道）
完成收割任务，秸秆打捆离田面积 112 万亩。预计 6 月 6
日，全市麦收工作将接近尾声。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依然是永城市“三夏”生产的
“重头戏”。同样在新桥镇，各类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有的把秸秆归拢，有的打捆，有的装运。

在该镇刘营村永城市成领种植专业合作社，两台机械
把一捆捆状如圆柱的秸秆从货车上牢牢抓起，按照从下到
上“5 捆至 1 捆”的顺序摞放整齐，场面颇为壮观。“1 捆
秸秆约 200 公斤，主要作为饲料往外省销售，合作社能容
纳 2 万多捆，带动 20 人增收。”负责人商成领说。

新桥镇只是该市落实秸
秆综合利用的缩影。作为全
省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重 点 县 （市）， 2022 年 以 来 ，
永城市持续聚焦“秸秆综合利
用产业模式县 （市） ”建设，补
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加快培
育秸秆综合利用龙头企业，建立有
效运行机制，于实践中探索秸秆肥料
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
化“五化”利用，稳步推进秸秆综合利
用 产 业 化 发 展 ， 让 秸 秆 “ 老 大 难 ” 变 成

“香饽饽”。
2022 年，永城市预计秸秆打捆离田面积 140

余万亩，约占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的 80.93%，有 100 多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覆盖全市 31 个乡 （镇、街
道），其中 18 个乡 （镇、街道） 实施全域离田。

永城市永城市

麦收麦收接近尾声接近尾声 秸秆变废为宝秸秆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朱正民）近日，在睢阳区
广袤的麦田里，一个个身穿红马甲、胸前佩戴党员徽章的共
产党员，顶高温、冒酷暑，全力服务“三夏”生产。

“真是太谢谢你们帮扶队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收麦，
我真不知道该咋办……”6月 4日，路河镇李各村村民何婷
望着帮扶队员脸上的麦屑激动地说。何婷的丈夫王松涛在
北京务工，家中 10多亩小麦让王松涛放不下心，村干部主
动联系他，“麦收你不用担心，咱区里成立了‘三夏’帮
扶队，保证让你家的小麦颗粒归仓。”帮扶队员解除了王
松涛的后顾之忧。

坞墙镇郑楼村的脱贫监测户谢利宽提起村里的“三
夏”帮扶队也是啧啧称赞：“我和老伴身体都不好，女儿
回不来，正为收麦发愁呢，这不，多亏了区里的党员先锋
队帮忙收麦。”深受感动的谢利宽自告奋勇当起了志愿
者，端茶送水，跑前跑后，积极协助党员先锋队做好“三
夏”帮扶活动。

为确保全区 84.2 万亩小麦丰产丰收、颗粒归仓，睢阳
区早谋划、早部署，制定了 《睢阳区“三夏”生产帮扶工
作方案》，组织全区 92 个区直单位组成党员先锋队、“三
夏”帮扶队，对全区 3484户脱贫监测户、困难户、无劳动

力户、弱劳动力户、残疾人家庭开展点对点精准帮扶，确
保每村都有帮扶队，每户都有帮扶人。帮扶队积极联系收
割、播种机械及运输车辆，从收、运、耕、种各环节着
手，采取资金帮扶、人力帮扶、机械帮扶、爱心帮扶、政
策帮扶、技术帮扶等方式开展帮扶活动，劝说有返乡想法
的老乡安心在外务工。

统计显示，截至 6 月 5 日下午，睢阳区已收获小麦
53.351 万亩，占全区麦播总面积的 63.36%。全区近万名党
员干部正以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奋战在“三夏”
生产一线，一面面党旗在金色的田野上高高飘扬。

睢阳区

党员带头当先锋 助力“三夏”保丰收

本报讯 （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赵海英） 近日，中州
街道办事处组织志愿者开展护航“三夏”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战斗在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工作一线，为群
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广泛宣传，强化防疫禁烧宣传教育。当前正值“三
夏”农忙时节，防火禁烧不容忽视，疫情防控仍需抓紧。
志愿者们利用防火宣传车、悬挂横幅、深入田间地头等方

式，向群众广泛宣传疫情防控、“三夏”安全生产、禁烧
防火等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

持续巡逻，消除生产安全隐患。由办事处机关干部、
网格员等组成的护航“三夏”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不惧
酷暑，分组包块，持续对麦田进行巡逻排险，及时组织开
展麦收安全生产检查，消除各类隐患，严防秸秆随意堆放
与焚烧，努力扩大小麦秸秆切碎还田面积，做到坚决不冒

一丝火星、不出现一例燃点。
志愿帮扶，确保应收尽收不误农时。志愿者们以残疾

户、老年户、留守妇女儿童户为重点，切实开展“助残、
助孤、助老”活动，帮助困难群众联系协调收割机械，安
排组织统一收割，对家中缺劳动力户，组织三轮车拉麦到
家，确保“三夏”生产紧张有序、安全有效，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

示范区中州街道办事处

“三夏”丰收忙 志愿服务来护航

本报讯 （记者 黄 业 波 通讯
员 甄 林） 6 月 1 日，河南省小麦
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商丘·睢县
赛区） 在睢县董店乡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由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农机机

械技术中心主办，商丘市
农机服务中心协办，睢

县人民政府承办。旨
在树牢减损增收意
识、拓展小麦机收
减 损 装 备 技 术 运
用、提高小麦机
收 规 范 化 水 平 ，
打赢“三夏”机
收大会战，确保
夏粮增产丰收。

近 年 来 ，睢
县始终扛稳抗牢
粮食安全责任，深
入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坚
持“稳面积、稳产量、

稳政策”原则，全面加
强 高 标 准 农 田 示 范 区 建

设，并加快粮食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实现农机农艺相融

合，粮食产量稳定在 18 亿斤以上，
实现“十八”连丰。该县相继获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主要农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国

“平安农机”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我宣布，此次小麦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现在开始。”随着一声
令下，参加比武的 10 名机手跑步
登机，开动机械，争先恐后地驶
进麦田。 10 台机械相互追逐，在
金色的麦浪中来回穿梭。不到 20
分钟，机械中的小麦仓满欲溢，流放入正在等待的运输车
上。

随后，赛事评委立即拿着测量器具，到收割后的麦田查
看机收成效。评委杨永强介绍，此次机收的评比标准主要依
据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按照器具范围漏籽漏穗多少、机械
工作快慢效率、麦茬株高程度及农机手操作和维护知识等进
行评比。

经过 1个多小时的比拼，来自睢县白楼乡海涛农机合作
社的选手获得第一名，获得奖励 3000 元，第二名选手和第
三名选手，分别获得 2000元、1000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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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月月 33 日日，，永城市新桥镇大蒋庄村麦收永城市新桥镇大蒋庄村麦收
正忙正忙。。聂聂 政政 摄摄

河南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河南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
武商丘武商丘 （（睢县睢县）） 赛区比赛现场赛区比赛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黄业波 摄摄

睢阳区党员帮扶队员在帮助群众收睢阳区党员帮扶队员在帮助群众收
割小麦割小麦。。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邵群峰邵群峰 摄摄

示范区调度联合收割机参加示范区调度联合收割机参加
““三夏三夏””机收机收。。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马晓伟马晓伟 摄摄

种粮大户潘世华种粮大户潘世华 （（中中）） 与镇村干与镇村干
部查看部查看小麦的饱满度小麦的饱满度。。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闫鹏亮 摄摄

本报讯 （记 者 闫 鹏 亮 通 讯 员 朱 士 刚）“ 王 书
记，今年俺种植的小麦品种是‘纯粮一号’，这个品
种的小麦产量高、抗倒伏，最适应咱们豫东地区种
植。” 6 月 5 日，种粮大户潘世华指着他即将收割的麦
子说。

今年 53 岁的潘世华是民权县北关镇潘庄村的种粮
大户，他从潘庄村 276 户村民手中流转土地 1742 亩，
每年都与种子企业联姻，为他们繁育小麦、玉米、大
豆、花生、高粱等农作物原种，合同的收购价格每公
斤要高出当地市场价的 2 角到 6 角不等。

土地流转后的潘庄村村民们从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生活中解脱了出来，
村里的劳动力向城镇和劳务市场转移。村民们大都走
出村子，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由此他们的身份也从
农民转为工人和商人。

在农作物的管理过程中，潘世华常年需要 120 人在
他流转土地上做帮工，他所聘用的帮工全部都是村里
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每天工作 8 个小时，工资每天
150 元，不但增加村民们家庭的收入，而且还解决了留
守妇女们的就业问题。

“虽然耕地面积大了，但是好管理了。现在都是自
动化管理，浇地是自动喷淋，除草是机械化，喷药用

无人机。”脱贫户潘家福一脸自豪地说。
潘世华算了一笔账：“按专家给我预测的亩产小

麦 620 公斤计算，今年产量增收和市场收购价格上涨
每亩地可增收 600 元左右，种子公司收购的价格又比
市场价每公斤高 2 毛收购俺的小麦，总账一算，俺
家的 1742 亩小麦比往年多收入 120 余万元，真是种
地也能种出‘金娃娃’。”

目前，北关镇共流转土地面积 50000 亩，各村围
绕着一村一品种、一村一亮点开展特色种植，该镇引
导种粮大户走出一条具有新型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培
育出一批带动百姓致富的新型产业。

民权县民权县

种粮大户潘世华种粮大户潘世华 种粮种出种粮种出““金娃娃金娃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