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11年6月9日 星期四
市县新闻

ZHENGZHOU DAILY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6 月 8 日
晚，伴随着小麦联合收割机的轰鸣
声，“谷神”、“雷沃”……一台台新式
的联合收割机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
编队出发，陆续奔赴开封、新乡等地
跨区作业。这些称为“现代麦客”的
农民驾驶收割机的出征，标志着我市
农机跨区作业即将全面展开。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近
几年，郑州广大农村出现了这样一个
群体，他们驾着联合收割机，在收获

季节抱团南征北战，给当地农民收割
小麦，被人们称为“现代麦客”。

“随着部分县市的机收接近尾
声，全市将有 4000 台联合收割机陆
续参与跨区作业，4000多名‘现代麦
客’将一路北上，前往河北、内蒙古、
黑龙江等省区，在援助当地机收的同
时，增加自身收入。”市农机局副局长
卢书海告诉记者。

如今的“麦客”已是机械化作业
的精英，他们已跳出小农经济的圈

子，抱团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自己的劳
动获得应有的利润。 6月 7日，记者
和一位正在为农户收割小麦的“麦
客”张富运聊了起来。他告诉记者，
2005年，他和村民成立富民农机农民
合作社，开展跨区作业。从此，开始
了现代“麦客”生活。他告诉记者，一
台机器一般每天能割 80 亩左右，按
50 元每亩计算，每天的毛收入就近
4000元，说话间，张富运的手机响了
起来。接完电话的他高兴地告诉记

者：“这里麦子已经收完，我们就要去
许昌鄢陵县参与机收会战，因为，今
年给那里的农民签了 3500亩的麦收
协议。”

“他们出发后，农机部门还做到
全过程、全方位的后勤保障服务。”
市农机局总工程师毕广玉表示，农机
部门将通过“农机跨区作业手册”、短
信平台等渠道向参加跨区作业的机
手提供机具需求、机收进度、作业价
格、天气预报等各类信息服务，及时

协调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解除机手的
后顾之忧，确保跨区顺利进行。

据市农机局统计，目前，全市拥
有大中型收获机械 4500 余台，组建
农机合作社 137个，农机大户 800多
户，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在 4000 台
以上，每亩按最低收割价 50元计算，
除去油料、车损等成本，每台收割机
可赢利两万元，这样机手纯收入达
8000万元以上。农机已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史
良健 文/图）正值三夏农忙的丰收
时节，可家住新郑市辛店镇苗家沟
村的张喜军老伯昨日却蹲在了自家
地头前发起愁来，原因是儿子、儿媳
都在外地打工，加上又听说这两天
可能有雨，张老伯开始担心麦子怎
么收割。

“你这都是瞎担心，这不有人来
帮你了。”当张老伯和老伴儿正在发
愁时，早已闻知其情况的邻居李大
爷兴奋地跑过来对张老伯说，快点
吧，村里来了农机帮扶队，等着你去
签麦收帮扶协议呢！他们有大机
器，收割速度快，你老两口别在这发
愁了。

喜从天降，乐得张老伯一路小
跑赶到了村口处，和农机帮扶队签
订了麦收帮扶协议。紧接着，农机
帮扶队的收割机就开到了张老伯家
的麦田中。

20多分钟后，张老伯家两亩多
麦田收割完成（上图），他和老伴儿
忍不住拍手叫好，称赞农机帮扶队
让他和老伴儿顺利丰收了。

今夏，在新郑市像张老伯一样和
农机帮扶队签订麦收帮扶协议的人
不少，他们中有五保户、有困难家庭、
留守家庭，在接受农机帮扶队的服务
后，都实现了丰收。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农
机帮扶队外，新郑市有关部门还组

织了部分干部、志愿者等走进田间
地头和群众一起共战三夏，确保了
广大农户及时丰收。

新郑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今年三夏期间，为解决留守家
庭、五保户等困难群众的麦收问
题，新郑市农委发动全市 21家农机
合作社，组织 300 名收割机手到各
村签订麦收帮扶协议，并对五保
户、孤寡老人等实行优先上门收
割，以及对部分特困家庭实施免费
收割等，有效帮助了困难群众快收
快种。

截至目前，新郑市已有 568 多
户困难群众签订了麦收帮扶协议，
帮扶收割面积达到2330亩。

农机帮扶队排忧送喜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郑晓鹏
文/图）三夏时节，新密市由几千名党员
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活跃在新密市田间
地头，帮助群众抢收麦子。

昨日，在新密市平陌镇的麦地里看
到了一个个党员志愿者帮助群众收麦子
的忙碌身影。据了解，平陌镇从全镇
600余名中青年党员和 200余名入党积
极分子中，选出150名作风顽强、乐于奉
献的青年党员，组建了20支青年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优先为农村五保户、缺劳
户、残疾人等助收帮工。截至目前，已经
帮助60余户收割麦子180多亩。

右图为新密市一片麦田里，袁庄乡
党员服务队正在帮助农民收麦。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焦建军)天气晴好，巩义小麦
主产区农户抓住有利时机抢收
快打，确保颗粒归仓。据巩义市
农委统计，该市今年共35.4万亩
小麦，比去年增加1.7万亩，目前
夏收已过七成。

目前巩义市农委已组织500
多台联合收割机及其他农用机
械，满足农民麦收需求。同时，

已备足各类种子约 160万公斤、
化肥 1.5万吨、农药 140吨，满足
夏种生产需要。并调配 2600多
台播种机和1.5万台其他农用机
械及时抢播。据介绍，截至 6月
7 日，巩义市已经收割面积 27.2
万亩，占麦播面积76.8%。同时，
夏种进度，已经播种玉米、花生、
大豆、杂粮等各种秋作物 26 万
亩。

“现代麦客”昨日出征
今年机手赢利超过8000万元

党员服务队
田间忙抢收

芒种刚过，虽然 40℃高温突
袭，却阻挡不住麦收的热情。昨
日，记者在巩义市小麦主产区
——鲁庄镇看到，麦田收割机忙
个不停，数万群众挥汗如雨抢收
成熟果实，忙得热火朝天。

在鲁庄镇四合村的麦田里，
记者看到由于高温炙烤，小麦已
全部成熟，真正成了“焦麦头”。
一台台收割机在麦海来回穿梭，
不少群众拿着口袋坐在树荫下排
队等着灌装小麦。雷长水老人高
兴地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种了 3
亩小麦，由于得益于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尽管干旱都浇上了两遍
水，估计今年亩产比去年还略微
增加。攀谈快结束时，他家的 3
亩小麦已机割完，雷大爷忙着和
乡亲一块装小麦。大塑料布在地
上铺好后，仓门一打开，饱满的麦

粒就源源不断地从谷仓内流了出
来，金灿灿的“麦瀑”映着乡亲们
丰收的喜悦，完全顾不上脸上豆
大的汗珠滚落。

割完一块麦田，农机手刘长
营从驾驭室内跳了下来缓口气。
只见他脸被晒得黑红，上衣全部
湿透，连搭在脖子上的毛巾也“吧
嗒吧嗒”地滴着汗水。雇主赶快
拿着冰镇果啤、绿茶给他降温。
刘长营介绍说，从麦熟开始，他已
经连续干了六天，每天都能收割
三四百亩小麦。这几天虽然高
温，驾驶室像蒸笼，但为给群众抢
收，必须坚持干下去。一瓶果啤
下肚，他抹把汗又跳上驾驶室，开
始收下一家麦子。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今年鲁
庄镇共种植小麦 4.68万亩，目前
已收割四分之三。

鲁庄麦收亲历记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叔亭

巩义夏收过七成

本 报 讯（记 者 张乔普 通 讯 员 张效强
文/图）昨日一大早，中牟县姚家乡罗宋村文
化活动中心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中牟县
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七届河南中牟西瓜节西瓜
擂台赛在这里举行。姚家乡土山店村村民荀
军富种植的 49.7 斤日本金蜜有籽西瓜从参赛
的大西瓜中脱颖而出，荣膺“瓜王”（如图）。

一大早，来自中牟县姚家乡、韩寺镇等西瓜
种植集中区域的瓜农抱着自家种出来的大西
瓜，兴致勃勃地来到设在姚家乡罗宋村文化广
场的第七届中牟西瓜节西瓜擂台赛的现场。

本届西瓜擂台赛分为有籽西瓜、无籽西瓜、
礼品瓜三大类，设瓜王、擂主等30多个奖项，奖
品有全自动洗衣机、双筒洗衣机、自行车和电磁
炉；参赛瓜农共有 278户。县农委在比赛前已
向各个西瓜种植村下发了擂台赛规则，要求参
赛瓜农的西瓜是自己生产的，还要当天采摘，西
瓜要带有两片新鲜瓜叶和 20厘米长瓜蔓。评
委会对所有参赛西瓜进行统一编号后，然后由
专家评审组从西瓜糖度、风味、重量、瓤色、外观
5个方面进行综合评比。

经过逐个称重，逐个测试，奖项很快诞生。
姚家乡土山店村村民荀军富的西瓜以49.7斤的
重量赢得了“瓜王”美誉，姚家乡罗宋村村民宋
清明的西瓜综合评比第一名，赢得了“擂主”的
称号。

西瓜节上西瓜打擂
49.7斤瓜王胜出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郭霁锋 张登朝
文/图）昨日上午，新密市刘寨镇西马庄村大学
生村官王栋的番鸭养殖场门口，他正把一箱箱
孵化成的鸭苗装车发往省内外十多家定点养殖
场。“今后我将逐渐扩大规模，努力把孵化场办
成‘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模式，让更多的村民
共同致富。”

王栋是新密市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干部，
2008年7月被聘任为西马庄村主任助理、团总支
书记。去年4月，新密市人才劳力管理服务中心
在举办创业培训班。王栋在为期十天的学习中，
领悟到了创办企业的真谛，于是就看项目，跑市
场。

当得知番鸭养殖项目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他筹措10万元资金，开始创业。第一批养殖番
鸭1500只，就盈利8万余元。今年又投资20万
元，开始了孵化场的建设。安装孵化机6台，每
月保守出苗3万只以上。鸭苗除了在本地销售
以外还销往新郑、新乡、驻马店、周口、漯河、西
安、江西等地。鸭苗供不应求，月收入近 5 万
元，同时带动该村16户群众发展肉鸭养殖。下
一步，他计划扩大生产规模，增加 6台孵化机，
并进行肉鸭养殖。

王栋在自身致富的基础上带动群众致富，
成为大学生村官创业的一面旗帜。

图为今年春天，王栋在养殖场内照顾刚孵
化出的幼鸭。

大学生村官养肉鸭带民致富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伟彬）近日，
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为迎接建党90周年，该
市举行的“红色电影送基层”活动在八千乡邢
庄村启动。今后一段时间，更多的优秀红色
影片将陆续在社区、中小学等进行播放。

据了解，“红色电影送基层”活动是新郑市
委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一。整个活动将
覆盖新郑全市各乡镇（办事处）、景区管委会、市
直各单位、规模以上企业、社区、行政村等。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明辉）遵
守计划生育政策家庭不仅能领到奖补资金，
还会有“大礼包”送到手中。巩义市永安路街
道建立利益导向新机制，奖补激励计划生育
守法农民，受到热烈欢迎。

“发这么好的书，俺回去可要让儿子认真
看。”日前，在巩义市永安路街道后泉沟村计
划生育政策宣传现场，刚挤出人堆的赵大嫂
抱着一套厚厚的《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高兴得
合不拢嘴。原来，这天是永安路街道利用计
生政策宣传活动，为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家庭
发奖补资金和奖品的日子。现场聚集了许多
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户，他们听政策
宣讲，领取奖补资金，还给孩子们捎回“大礼
包”，里面有《儿通国学经典》、《少年儿童百科
全书》、《牛津中阶英汉双解》等书籍和文具包。

据介绍，巩义市永安路街道认真落实奖
补政策，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新机制，制定
和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次又投入11884
元购置书籍文具，用于奖励78户农村独生子
女户、20户农村双女结扎户。同时，还对政策
内双女结扎户一次性奖励现金500元。

遵守国策 享受“礼包”
巩义永安路街道建立利益导向新机制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郭霁锋 赵晓
琳）近日，新密市大隗镇大学生村干部孙柳燕
高票当选为该市第四次党代会代表，成为该
市采取“三推两议两选”的办法选举产生的首
位大学生村干部市党代表。截至目前，新密
市大学生村干部入选市乡两级党代表共有
21人，占全部大学生村干部的8.4%。

为确保大学生村干部“下得去、待得住、干
得好、流得动”，新密市委组织部采取强化培训
提升工作能力、定期例会加强交流提高、干部
帮带教授工作方法、专家联系提供技术指导、
政策倾斜扶持自主创业、典型示范激发作用发
挥等措施，逐渐把他们培养成为新农村建设的
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

通过组织帮扶和自身努力，大学生村官
们先后涌现出了像“养猪大王”孙柳燕、“香油
郎”李光、“幼儿园园长”张建辉、“蔬菜姑娘”
陈翠翠、“红薯小伙”郭蒙蒙、“兽药店长”朱志
男等一批创业带富典型。目前新密市在岗大
学生村官共有249名，116名大学生村干部通
过选举成为村“两委”班子。

新密21名大学生
入选两级党代表

喜迎建党90周年

新郑启动“红色电影送基层”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信员 冯怀杰）普普
通通的小麦通过 50多项专利技术的整合和
提升，竟然做成了“大文章”，实现了从种植、
研究、加工、成型、销售再到百姓餐桌的完整
产业链条，销售附加值增长 20%~30%。这是
记者在荥阳了解到的喜人景象。

自2008年荥阳市申报的《优质小麦生产
与深加工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被列入河南
省科技富民强市专项以来，该市采用“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不断扩大
优质小麦的种植规模，实行订单农业，拉长小
麦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小麦产业，全面提升了
优质小麦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在该市可用的63万亩耕地中，2010年该
市优质小麦推广面积达到 46.8万亩，比 2007
年增长 67.1%；小麦加工龙头企业申请专利
62件，获得授权35件。

专利技术拉长
荥阳小麦产业链

战三夏 夺丰收夺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