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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在民权县
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过后，金灿灿的麦子被
收仓入库，另一种机械紧接上阵，把剩下的麦
秸收拾得精光，不但给村民们省去了劳作之
苦、增加了收入，而且还消除了火灾隐患，这
种机械就是秸秆打捆机。

6月 7日，在该县龙塘镇黄大庄村的麦田
里，只见秸秆打捆机来回鏖战，快速地进行打
捆作业，通过粉碎、压实、打捆等工序后，秸
秆被整齐有序地码在地里。轰隆的机械声也吸
引了村民们前来观看，他们站在地头，看着捆
扎整齐、落地成形的“秸秆圆筒”，纷纷点赞。

“想要秸秆禁烧，就要走新路子，要把
秸秆禁烧和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等结合
起来，把秸秆变废为宝，给农民带来看得见的
实惠。近年来，龙塘镇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

禁烧的突破口，积极动员群众秸秆还田、秸秆
打捆回收，让秸秆变废为宝，不仅增加了农民
收入，还有效缓解‘三夏’防火压力，受到群
众的一致好评。”龙塘镇副镇长吴兴福说。

“以前麦收后的麦秸没地方处置，现在能
给麦秸打捆还真好，不仅能防火了，还方便我
们浇地种玉米。”野岗镇野南村村民李宁高兴
地说。“三夏”期间，野岗镇坚持政府引导、
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组织秸秆打捆机进行秸
秆综合回收利用。该镇本地农户购置打捆机已
达到 7台，机主免费为其他农户麦田秸秆打捆
清运。从小麦机械化收割到秸秆回收打捆，再
到送到养殖场、造纸厂环保利用，实现了无缝
对接，不仅彻底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减去了
农户们自行处理麦秸的负担，减轻了秸秆焚烧
压力，而且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提升了环保

工作成效。
6月 7日，在民权县人和镇宁车弯村一块

麦田里，机声轰鸣，转眼工夫，满地的小麦秸
秆被打成捆，准备销售给养牛大户。该镇积极
探寻秸秆禁烧综合利用新思路，坚持以禁促
用、输堵结合，在推进秸秆还田的基础上，组
织农业合作组织将量大分散的秸秆挤压成型销
售给养殖企业，让群众从不敢烧到不想烧，有
效减少了秸秆焚烧隐患，促进了环境保护和乡
村产业发展。

“现在我镇的农作物秸秆有了新去向，有
的加工成饲料，有的成了食用菌蘑菇基料，秸
秆由污染源变成新资源，不仅增加了农民收
入，而且消除了火灾隐患。秸秆综合利用让人
和镇的秸秆变废为宝，提高了农业综合效
益。”人和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杨超表示。

秸秆打成捆 增收又环保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本报讯（记者 白 鹏）眼下，梁园区王楼乡党
委、乡政府为打赢“三夏”生产攻坚战，坚持“早”
字当头，全力以赴抢农时，精心准备保安全，优质高
效促服务，统筹安排畅机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组织有力，快人一步“早部署”。及早动手，全
面部署，精准安排，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无
缝对接、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原则，定区域、定
人员、定职责、定任务，进一步明确责任区域，严格
落实每日巡查制度。

宣传发动，先人一拍“早开展”。及时召开王楼
乡“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动员会，与各村签订
《王楼乡“三夏”生产及秸秆禁烧责任书》，明确乡、
村、组三级“网格化”管理责任。

全力保障，胜人一筹“早应对”。成立“三夏”
帮扶工作队，组织电管站对全乡的所有电线线路进行
安全检查，修复损毁机井 100余眼、破损管道 300多
米，设置便民服务点 18处，为“三夏”生产顺利进
行提供强有力的人员、组织、服务、技术保障。

决战决胜，超人一时“早结束”。科学调配机
械，引导机械合理流动，尽力避免“机械扎堆无活
干、麦地空闲无机用”现象的发生，切实做到“麦熟
有机收，机到有活干”。

梁园区王楼乡

“早”字当头抢农时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沈祥田）连日
来，梁园区双八镇采取多种措施，确保“三夏”生
产安全有序进行。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分工。成立“三
夏”生产及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各村成立“三
夏”工作应急小分队，明确责任分工，实行班子成
员和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责任机制，层层夯
实工作责任。二是广泛开展禁烧宣传，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印制秸秆禁烧倡议书，出动禁烧宣传车并
配备流动广播，积极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重
要意义，真正做到禁烧宣传全覆盖、全方位、无遗
漏。三是科学布点网格管理，强化巡查值班监控。
各村依据麦田面积大小和位置，科学设定值班点，
悬挂值班点标志，科学安排值班，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四是加强部门协调联动，群防群治助力“三
夏”。按照部门联动、网格管理的工作机制，安排
人员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同时，与派出所携手
加强田间地头巡逻，与电管站携手保障抗旱用电安
全，与卫生院携手保障农机手疫情防控常态化核酸
检测。

梁园区双八镇

助力“三夏”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端午期间，夏邑县中峰乡
党员干部主动放弃假期，
组织党员先锋队抢收抢
种，奋战在“三夏”工作
第一线。

中峰乡地处东沙河两
岸，土壤以沙土为主，小
麦成熟较早。疫情防控让
很多外地务工青壮年不能
返回，家里只剩下老人，
无法正常收种。针对特殊
情况，中峰乡及早启动

“三夏”工作，成立党员
先锋队，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利用有利天气，
帮助困难户抢收抢种，确
保颗粒归仓。

“从每个自然村到每
个地块，都有一名党员分
包，从防火宣传到小麦收
割，党员们都认真负责。
我们村在外务工人员较
多，但是有全体党员共同

参与，我对做好今年‘三夏’工
作充满信心。”朱营村党员干
部郭宾法说。

中峰村村民朱志友的儿子
和儿媳常年在外务工，由于疫
情原因不能回来。家中十几亩

小麦急着要收割，儿子和儿媳心
急如焚，80 多岁的朱志友和老

伴正在犯愁时，党员先锋队来到家
中，有的联系收割机，有的找拉麦车
辆，十几亩小麦在村里几名党员的帮

助下，顺利收割结束。紧接着拉水
管、安装机泵，抗旱抢种。

朱志友老人打电话告诉儿子：“你们不
用担心了，安心在外工作吧。”儿子和儿媳

感动不已，再三打电话，向党员先锋队表示
感谢。

龚倩倩是中峰村妇女委员，作为一名还没转正的预备党员，自“三
夏”工作开始，她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了党员先锋队伍，在做好防火工作

的同时，更是主动担当起为困难群众收割的任务。她利用家中有收割机的
优势，动员丈夫为十来位困难群众收割小麦，并用自家三轮车帮他们运输

到家。
“我是一名党员，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群众有困难我们就要上，这是

我们的使命和担当，不然我入党干啥？”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出中峰乡广大党员
干部务实为民的作风。

据了解，在“三夏”工作中，中峰乡党委以能力作风建设攻坚活动为契机，指
导成立了24支“助力‘三夏’工作党员先锋队”，300余名党员奔赴在“三夏”第一

线，为群众送去了帮扶和温暖，拉近了干群关系。
“让广大党员干部在‘三夏’工作一线实践，不仅增强了党员干部的使命感和光荣

感，更加淬炼了他们的党性修养，坚定了他们的理想信念！”中峰乡党委书记王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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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春正）“今年这收成不孬，能收六七万斤小麦。”6月7日，
对于梁园区谢集镇常庄村的刘家全而言，受益于流转土地种植、深耕播种技术
等，今年的小麦丰收，让他喜不自禁。

刘家全今年43岁，已经有10多年种粮经验，也是该村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成员之一。

“别看前一阵子干旱，但咱种的小麦今年还能增产，预计亩产 1000 斤以
上。”刘家全指着随风起伏的麦田对记者说，看着小麦长势如此好，他一站在麦
田里心情就格外舒畅。

刘家全这几年流转了本村 50多亩农田种植小麦，虽然不是很大的规模，但
今年能收六七万斤小麦，卖上几万块钱，还是让他高兴的。

“这些小麦一遍药也没打，现在丰收在望。”刘家全对今年小麦收成很有信
心。而丰收背后的原因，主要缘于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带来的多种优势。

“签完所有的土地流转合同后，我将这些土地重新平整，并做了抗旱排涝的
一些工作。”刘家全告诉记者，目前单个农户地不好种，天旱时没办法浇水，涝
了也没地方排，而且种地还是老模式，既费工费时，又出不来产量。

“和其他人单干相比，我这几十亩小麦的产量要比他们高。”刘家全说。在刘
家全看来，自己流转的土地小麦长势良好，主要是因为自己提前做好了准备。记
者在刘家全的家里看到，他花费2万多元购置的灌溉设备一应俱全。他说，现在
种粮，耕、种、割、收、晒全部机械化，通过深耕、秸秆还田等方式，提高了粮
食的单产量。

土地流转地生金
铺就农民致富路

六月的豫东平原，微风吹来，田野里掀起金黄色的麦
浪。眼望着随风飘荡的麦浪，虞城县界沟镇王桥村种粮大户
路景信的心也随着麦浪舒展荡漾。

“种田种到今天，现在是最好的时光。”6月7日，路景信
看着麦田高兴地说。土地流转使得原本只种着几亩地的路景
信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种植，他承包了村里的 400多亩地种粮
食，如今成了种粮大户。

前些年，路景信种着五六亩地，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
态。靠着积攒下的钱，他先后投资近 15万元购买了拖拉机、
收割机等现代化耕作机械，又依靠国家农机补贴优惠政策购
进了免耕播种机。农忙时节，除了忙活自家地里的活，路景
信还通过给别人家帮忙挣点机械费。时间久了，他就寻思着
如何才能靠勤劳走上富裕的道路。看到村里的一些农户家主
要劳动力都外出务工挣钱，只剩下妇女干活，使得土地达不
到应有的产出效益，他想到如果将这一部分土地承包下来，
发展规模化种植，不仅自己能够多挣点钱，而且还能解决这
些在外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于是他就与全家人商量承包村
里的400多亩土地，进行粮食规模化种植。

现在，路景信成了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统一采购良
种和无公害农药，实行大规模、集约化管理，成本每亩地可
节约 100元。路景信说：“这 400亩土地的播种作业，原先要
一个月才能完成，现在三四天就能完成，节水、节肥、省
工、省力，再算上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400亩地最少可节

约两三万元。”一年下来，路景信的400多亩土地年收益有30
万元。

“粮食种多少都会有人收，根本不愁卖。”路景信
一直坚持种小麦，因为在他看来，种小麦是“稳赚”
的生意。即使像去年受灾的年景，靠着政府补
贴，农民依然没有亏本。

“目前来看，肯定有钱赚。”路景信高兴地
算了一笔账：去年河南省小麦最低粮食收
购保护价为每斤1.13元，并享受政府
补贴，按平均亩产500公斤、每亩
成本800元钱计算，他种一亩地至
少能赚350多元。

“中央非常重视粮
食生产，这些年，国家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种粮食给补贴，
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越来越高。”路景
信 高 兴 地
说 ， 他 在
400 亩土
地里收获
了喜悦。

种粮大户路景信

付出劳动 收获喜悦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李 媛

风吹麦浪，又闻麦香。虞城县刘店乡的麦田里麦
浪翻滚，一辆辆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作业，一颗
颗麦粒从收割机仓门倾泻而下，机声隆隆，诉说着农
民丰收的喜悦。

走在刘店乡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志愿者提醒村民
注意防火的场景，侧耳可听宣传车、村头大喇叭流动
播放着禁烧音频。“今年‘三夏’开始前，村里的大
喇叭就天天宣传麦田防火、秸秆禁烧的重要性，还有
村干部天天提醒我们注意事项，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咱老百姓一年辛苦就为了现在的丰收，可不能出意
外。现在我看到别人在地里抽烟，都会提醒他们注意
防火，千万别抽烟。”刘店村村民姚桂花说。

刘店乡把禁烧秸秆作为“三夏”生产的重中之
重，多次召开秸秆禁烧会议，和村主要负责人签订
《三夏安全生产秸秆禁烧目标责任书》，党政领导、包
村干部、村干部 24小时坚守在防火工作第一线，夯
实秸秆禁烧责任，切实把禁烧措施层层压实到人。同
时通过广播喇叭、宣传车、悬挂横幅等，广角度、全
方位、多形式宣传“三夏”安全生产、秸秆禁烧，把
秸秆禁烧变成村民的自觉行动。

为应对疫情期间的抢收抢种工作，刘店乡开展了
各项帮扶措施，聚焦“急难愁盼”，帮助因疫情无法
及时返乡、收获小麦有困难的农户开展代收代种服

务，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刘店乡张庄村在外务工
人员张峰松深有体会，他通过电话告诉记者：“我家
里种了有五亩小麦，都已经成熟了，但是我因为疫情
原因没办法回去，心里干着急。听说乡里有代收帮扶
活动，我就赶紧申请了，乡里组织人员把收割机开到
我家地头，不到半天就帮我把麦子给收了，我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地了，太感谢了！”像张峰松一样享受到了
帮扶措施的家庭还有很多，乡党委、乡政府通过组织各
村开展志愿帮扶活动，切实解决了群众所思所忧。

据刘店乡工作人员介绍，为让农民卖“舒心粮”
“满意粮”，刘店乡通过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积极与辖
区企业对接，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搭建畅通、高
效的产销渠道，确保“有人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
粮”。同时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农民适时适价售
粮、企业均衡有序收粮，方便农民夏收之后尽快卖
粮，有效减少等待时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问题事关重大，须
臾不可放松，为了顺利把全乡六万多亩小麦每一穗收
割下来、每一粒装进口袋，刘店乡上下都头顶烈日、
脚踏泥土，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抓实抓细
各项工作，确保乡域内不冒一处烟、不着一把火、不黑
一块地，坚决打赢‘三夏’安全生产攻坚战，保护好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店乡党委书记梁大建说。

走进刘店看“三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 欢

6月7日，秸秆打捆机在民权县龙塘镇的
田间穿梭。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6月7日，虞城县界沟镇王桥村种粮大户路景
信喜获丰收。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6月6日，民权县野岗镇常马口村村民在点播花生。该镇群众争
抢农时搞好夏种，争取秋季大丰收。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6月6日，夏邑县胡桥乡二里村村民在挑灯夜战，收割小麦。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6月6日，宁陵县逻岗镇小郭庄群众收割小麦后，在对春
花生进行浇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