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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6月 4日至 9日、10日有阵雨、
雷阵雨天气，对小麦收获晾晒有不利影响……”6月4日上午10时，在宁陵县
气象信息服务群里，该县《“三夏”气象服务专报》（第21期）准时发出。

“我县小麦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要利用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争取
颗粒归仓。”随后，各村村头大喇叭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播报，“6月 4日至 9
日、10日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将
对麦收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需加强防范……”

“农谚说得好，蚕老一日，麦黄一时。所以要‘春争日，夏争时’。眼下，
宁陵县已经开启‘三夏’抢收抢种模式，我们气象部门要积极发挥天气监测作
用，全心助力全县农民快速‘虎口夺粮’。”该县气象局负责人陈月梅说。“我
们紧盯关键环节，精心组织实施，努力做好两个‘精’字：精准预报和精细服
务，着力做好‘三夏’专题气象保障服务。”

“三夏”期间，宁陵县气象局做好精准预报，助力夏粮颗粒归仓，提前 3
天做出天气预报，特别是对降水、干热风等重大天气过程，发布抢收提醒信
息，为农民抢收抢种赢得时间。搞好精细服务，确保“三夏”气象保障有力有
效，《宁陵县三夏气象服务专报》一日一报，村头大喇叭天气播报全覆盖，还
不定时给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和农机手发送气象服务短信提醒，多措并
举、多管齐下，确保全县60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气象服务保障“虎口夺粮”

①睢县长岗镇“小麦高产状元”评
选活动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②梁园区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

抢收小麦。 本报融媒体记者 单保良 摄
③夏粮迎丰收，麦香盈满仓，睢阳区再次

迎来丰收年，夏粮单产连续6年在500公斤以上。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邵群峰 摄

④宁陵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在柳河镇高标准农田示
范园气候观测站里检修仪器。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王存谦 谢卫
勋）目前，虞城县正值“三夏”大忙时节，截至6月
5日下午6点，该县已收获小麦38.6万亩，预计6月8
日全县小麦收割能大头落地，6月15日夏播工作能完
成。

“今年我县小麦播种面积 116万亩，优质专用小
麦种植面积23万亩。”虞城县人大副主任、县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蒋卫东说。

为做好今年的“三夏”工作，虞城县早准备、
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特别是省、市“三夏”
生产会议以来，该县按照省、市会议工作要求，建
立健全了“两方案一专班”，凝心聚力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

该县提前做好预案，成立工作专班，研究制定印
发了《“三夏”生产工作方案》《虞城县疫情期间小
麦机收工作方案》，成立“三夏”工作指挥部、5个
工作专班和6个疫情防控期间小麦机收工作专班，明
确了专班工作职责，提前摸清本地收割机、外出收割
机和外来收割机情况底数。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农机
服务中心、供销社等单位和各乡镇紧密结合，认真细
致排查，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机手培训和机具检修，

做好跨乡作业和维修服务等各项工作。该县今年共开
展农机手培训 1750 人 （次），共检修机具 52500 台
（套）。今年全县投入“三夏”机收作业收割机约2300
台，确定外出参与跨区作业的收割机190台，外来引
机600台。

该县成立了农资供应工作专班，统筹抓好市场农
资供应。针对不同区域种植特点、农民用肥习惯和化
肥使用减量化的实际，创新农资经营服务模式，开展
农资产品线上订购、线下配送服务和农资联采直供，
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开展“线上线下”经营模式，统
一配送、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服
务，把农资商品直接配送到村、供应到户，减少流通
环节，减低流通成本。

面对当前小麦价格高位运行、托市收购难以启动
的形势，该县向县农发行争取调控粮收购资金 10亿
元，确保种粮农民增产又增收。

“我们全县各粮食收储企业采取新建、腾、并、
挤等多种措施，已累计备仓130座，总仓容量约70万
吨。完全能够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要，确保不出现农
民‘卖粮难’的情况发生。”该县国家粮食储备库负
责人刘新强说。截至目前，该县已准备输送机 342

台、容重器60台、硬度仪39台、清理筛97台、通风
机295台，完全能够满足收储工作的需求。

连日来，虞城县各乡镇通过与每家每户签订目标
责任书、发放明白纸等有效手段，利用村头大喇叭、
宣传车、悬挂横幅、手机短信等宣传方式，铺天盖地
宣传秸秆禁烧。同时，建立“政府统一负责、农业农
村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成立县包
乡、乡包村组、村组包农户包地块的网格化管理责任
体系。县乡制定秸秆焚烧应急处置预案，充实各类专
（兼）职消防队伍，在关键路口、重点地块搭建观察
哨所，每个村成立一个应急小分队。

今年，虞城县在稳定玉米种植的情况下，优化种
植结构，鼓励发展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林果、蔬
菜等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坚决完成市定 1.9万亩的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根据前期各乡镇调查摸底
的种植面积，已将种植任务确认到各相关乡镇，与种
植主体签订了种植协议，种植面积落实到地块。指导
农民趁墒播种或抗旱抢种，“种子落地，管字上马”，
做好夏播作物的查苗补种、中耕灭茬、施肥、浇水、
除草、防病和治虫等，达到苗全、苗壮，为秋季生产
打好基础。

虞城县

打好“三夏”硬仗 端稳粮食饭碗
本报讯 （记者 单保良） 当前，

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紧
张的夏收、夏种、夏管已全面展
开，连日来，梁园区各级党员干部
走出机关进田间，帮助广大农民抢
收抢种。

端午小长假，梁园区领导班子
一刻没有休息，带领农业农村、农
机、水利、气象等农口部门负责人
走乡串镇督导夏粮收割，实地调研
指导“三夏”生产。每到一处，他
们都反复强调要抓住当前天气晴好
的机遇，快速抢收小麦，抢种秋
粮，要求各部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三夏”生产工作。

梁园区卫健委、农机服务中心
加强协作配合，做好农机手信息统
计，每日研判报告跨区作业机手入
梁情况，严格落实“两证两码”检
验、48 小时核酸证明及核酸检测采
样等防控措施，做到落地即控、落
地即采，确保麦收期间不发生疫情
传播风险，各乡 （镇、办事处） 和
相关职能部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
土壤墒情，引导广大群众抢抓晴好
天气，科学有序组织好农机调度，
抢抓农时，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
片。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帮
助有返乡困难的农户抢收抢种，确
保颗粒归仓，采取人防、物防、技
防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扩大秸秆禁
烧宣传，加大秸秆禁烧的管控力
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确保

“三夏”生产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梁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志愿服务中心向全区志愿者发出倡
议，倡导志愿者服务下沉，走进农

村，帮助孤寡老人及因疫情不能
返乡农户代收代种、抢收抢
种。据不完全统计，有 3000
多名志愿者走进田间助力
“三夏”生产工作，“红马

甲”在丰收的田野里成
为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截 至 6 月 6 日 16
时，梁园区已收获小
麦 38.25 万亩，日投
入联合收割机 1290台。其中，刘口镇 4.55万
亩，收获 4.1万亩；双八镇 3.76万亩，收获
3.61 万亩；水池铺镇 5.31 万亩，收获 5.25
万亩；王楼乡 4.8万亩，收获 4.7万亩；李
庄乡 8.35 万亩，收获 6.6 万亩；孙福集乡
5.48万亩，收获 4.03万亩；观堂镇 6.33万
亩，收获 5.2 万亩；谢集镇 6.32 万亩，收
获 4.46 万亩；平原街道办事处 0.2 万亩，
收获结束；解放街道办事处 0.02万亩，收
获结束；建设街道办事处 0.08万亩，收获
结束；陇海街道办事处 0.08万亩，收获结
束。梁园区 42.5 万亩小麦 90%以上颗粒谷
仓，秋粮种植目标任务 38万亩，已累计种
植 22.9万亩。

党
员
干
部
齐
上
阵

抢
收
抢
种
冲
在
前

梁园区

本报讯（记者 成绍峰）“今年收成好得很呀，
心里甜蜜蜜、美滋滋的，我种植了 1200多亩小麦，
平均亩产在1350斤左右，破了最好的记录了，我心
里能不高兴吗？”6月 6日，夏邑县会亭镇崔楼村种
粮大户刘领军兴奋地说。

今年52岁的刘领军拥有自己的领军种植专业合
作社，他流转土地1200亩发展规模种植，成了远近
闻名的种粮大户。去年年初，夏邑县农业农村局以

“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了刘领军一台价值 14万多
元的植保机。“以前我给小麦打药，要找 10多个工
人，打一次药光人工费就要7000多元，小麦打3次
药，人工费就是 2万多元。有了这台植保机，我自
己操作干得快，费用还低。”刘领军说。

目前，刘领军的 1200亩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
毕。“谁拥有土地，谁拥有财富。”刘领军对记者

说，10多年前，他刚开始流转村民的土地搞种植，
摸索出一条规模化种植路子，可喜的是，收成一年
比一年好。

“去年平均亩产是 1200斤左右，今年平均亩产
又高了 150 斤左右，这高出的 150 斤就是纯利润。
今年的收成好得很，没有想到能出这么多粮食，我
们这里的土地土质好，今年我没有浇水，如果浇水
了，估计能达到1500斤以上。” 刘领军说。

“你对今年的收成满意吗？”记者问。“满意得
很呀，但是我不满足，听说我们这里的水浇地小
麦，亩产达到了 1600 斤，明年我再流转 500 亩土
地，全部种植水浇地小麦，争取收成再好点，达到
亩产1600斤。”刘领军信心十足。

“说一千道一万，没有甜头你不干！”崔楼村村
支书崔团结打趣刘领军道。有村民们替刘领军算了

一笔经济账，“今年刘领军的小麦亩产 1350多斤，
因为种的是小麦良种，每斤回收价格在1.55元，光
小麦这一季，每亩毛收入就是1800多元，去掉流转
土地的费用每亩 800 元，再去掉每亩 300 元的投
入，一亩地就能挣到将近 800元。加上下茬的玉米
一亩地再净收入个 500 多元，一亩地纯收入就是
1100多元，1200亩地就是 130多万元，刘领军心里
能不甜蜜蜜、美滋滋的吗？”

崔楼村村支书崔团结介绍，刘领军是会亭镇流
转土地比较早的种粮大户，这几年，刘领军发了

“种粮财”。
据了解，作为全国粮食产量百强县、超级产粮

大县，夏邑县紧抓粮食生产不放松，支持粮食生产
不减力，已经连续18年夺得夏粮丰收，而且今年又
是一个丰收年。

夏邑县

种粮大户刘领军 丰收季里话丰收

睢 县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甄 林） 6 月 6 日，睢县长岗
镇开展“小麦高产状元”评选活
动，村民王国治、李振邦、肖士
俊分别获得该镇“小麦高产状
元”荣誉称号。

睢县长岗镇高度重视小麦
管理工作，全镇 4.3万亩淤土
地小麦普遍穗头大、籽粒饱
满，穗粒数比去年有明显
增加，经过现场机收、现
场称重，平均亩产在 650
公斤以上，创造了历史新
高，产量比去年高 15%以
上，该镇有望实现小麦
19年连丰。

为激发群众种粮积
极性，鼓励群众选好金
种子、施好返青肥、浇
好 三 遍 水 （返 青 、 拔
节、丰产水），一喷三
防，科学管理，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努力提
高小麦产量，长岗镇开展

“小麦高产状元”评选活
动。鼓励全镇 27 个村种粮
户积极申报“小麦高产状
元”，经过现场机收、现场称
重，聘请县农科所农技专家严

格按照测产步骤，采取随机采样的方式对小麦长
势、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开展抽样调查，评出
长岗镇亩产最高的前三名，分别给予 3000元、2000
元、1000 元的奖励，在全镇树立小麦高效种植典
型，鼓励全镇种植户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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