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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头到桥头，麦子变成
钱，流进了百姓的口袋。

这里的“桥头”指的便是观
音寺镇杨庄水库桥头的众天面
业有限公司。当记者来到这里
时，卖粮的车辆已经排成了长
队。刚收的麦子就卖啊？！记
者不禁产生了疑问。

“现在割麦都机械化，家里
几亩地一晌就麦罢（麦收结束）

了，很省劲儿。”等着卖麦的观音
寺镇林庄村的李云庆说，“我们兄
弟几个都在外地打工，把麦子从地
头直接运到这里卖掉，心里也静
了。而且这里的价格也不低，只要
水分达标，就能卖到好价钱。”

“俺这说是卖，其实是存。”
旁边李云庆的妻子笑着说，“现
在家里都是‘小洋楼’，也没地方
存放，现在我们把麦拉到这里存

起来，麦还是自己的，等什么时
候想换钱了或者麦价高了再‘出
手’。不仅如此，存的麦还可以
直接兑换成面条、面粉，需要时
直接带着粮本来拿就好了，方便
实惠得很呐。周围村的人都来
这里卖粮食。”

“本着服务大众的原则，我
们公司粮食收购价一直都是高
于市场价格，仅此一项每年公
司贴钱 20 多万。”众天面业公
司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账：公
司每年代农储存小麦约 1000
吨，如果农户自己存储，鼠吃虫

咬发霉变质等损失按5%计算，
每年要损失 50 吨，而由面粉厂
以科学管理方法统一代存，则
相当于为农户增加了 100 亩小
麦的产量。

这种便民的粮食收购以及
新型的存粮换粮的方式，不仅
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和方便，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而且让老百姓也参与到市
场经济中去，尊重了百姓对粮
价的要求，同时更能保障企业
的原料供应、商品销路，真是一
举多得啊！

6 月 7 日，在新郑市八千乡八
千村小麦示范田里，几辆大型收
割机正在作业。

在地头，农机手师现中被他
的搭档替换下来休息。

“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是我买
的第二台收割机了，是通过农机
补贴购买的。”师现中说到，“相比
第一台机器，因为有政府的补贴，
这台节省三万多元呢，另外我加
入广华农机合作社，又得了 5000
多元补助。”

说起合作社，师现中滔滔不绝
地讲开了。

“以前每年收麦，修机器最让人
发愁了，麦收就几天，时间可耽误不
起。现在加入了合作社，机器出了
毛病，也就是一个电话，维修人员十
来分钟就赶到了。节约了时间，俺
就能多割几亩地，等于俺又多挣了
一笔钱！”师现中爽朗地笑道。

“以前虽然自由，却常常因为

信息不灵而丢掉许多收割合同，
今年俺加入了合作社后，每天都
能收到合作社发来的小麦收割需
求短信。合作社的人搞维修、做
后勤、跑市场，各负其责，俺只管
收麦，其他啥心也不用操了，很轻
松。”师现中说，“前些日子，合作
社还组织人员去外地考察，为我
们跨区作业做准备，等会儿让你
看，俺收割机上GPS系统、测亩仪
都安装好了呢！”

“今年收割的‘订单’不断，
估计‘三夏’挣个三万元不成问
题。”师现中信心十足。

据了解，新郑市农委按照“因
地制宜、正确引导、规范发展、政
府扶持”的原则大力发展农机合
作社，有效地促进了全市农业机
械化水平，加快了土地流转，提高
农机使用率，增加农机手的作业
效率，对农机化的发展，起到了很
大的推进作用。

“谁说种地很操心？”看着
穗大籽饱的庄稼，龙王乡铁李
村的李玉峰笑得眼睛眯成了一
条缝。

铁李村的耕地去年纳入了
邮政万亩示范田,实现了“五统
一”种植。“虽然年逢大旱，但是咱
的麦子依然浇了3次。还有专门
的技术人员指导，追肥也跟上了，
大旱之年照样丰收，这在以前是
不敢想象的。”李玉峰笑着说。

“五统一”指的是统一整
地播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
技术培训、统一病虫害防治、
统一机械收获。铁李村支书
李育民说：“如今种田‘五统
一’，农民省心、省钱，增产增
收 。”村 民 李 玉 峰 说 ：“庄 稼
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
着 ，话 是 这 么 说 ，可 是 一 怕
学 错 对 象 ，二 怕 学 成 四 不
像。哪有像现在‘师傅手把

手教’来得实在？从种子到收
获，全程有人替你操心。该买
种子了，邮政直供良种送到家
里；该施肥了，比市场价便宜
的肥料送到地头；以前是庄
稼有病了才打药，现在专家
指 导 ，提 前 防 治 ；原 先 施 肥

‘一炮轰’，现在是‘配方肥’
统一分段施用；还统一收割，
真是太方便了，不操心照样
种‘好’庄稼！”

据了解，按照“田成方、路
相连、林成网、井通电、管相
接、旱能浇、涝能排、亩增产”
标准,从 2010 年开始，新郑市
已在龙王乡铁李村、城关乡官
刘庄村等地建设了 3 块邮政
万亩示范田，面积达两万余
亩，开辟了整合支农资源、推
动集约管理、搭建为民服务平
台、农民投入不增加即可实现
增产增收新模式。

“真方便，服务站帮了我
的大忙了。”在新郑市 107 国
道大高庄转盘处一个农机服
务接待站，来自安阳市汤阴
县的一驾驶员连连称谢。原
来他的收割机要到平顶山作
业，在新郑市境内机器出现
故障，该市农机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就引领他到配件门市
部购置了零配件，及时给予
了更换，使其顺利通过。

我省是小麦的主产区，
收割作业任务量大，国道
107 等主要道路成了“三夏”
麦收季节跨区作业收割机
必经的交通主干道。107 国
道在新郑穿境而过，为了保

证收割机顺利过境，该市设
立了收割机跨区作业服务
接待站，为农机手提供专项
服务。

在农机服务接待站，记
者看到便民服务台上摆着开
水、应急药箱、宣传册子等。
记者在这里了解到，服务接
待站工作主要是为过往收割
机提供故障排除、零配件供
应等服务，保证其顺利通行；
对愿意在新郑市收割的机手
及时安排收割地点，保证收
割面积及价格；免费为机手
发放便民服务卡，联合收割
机安全操作规程，增强机手
的安全意识。

“卖”粮新方式

幸福农机人

“邮政支农让俺省心不少”

六月，麦收时节。
新郑的农村大地，虽然骄

阳似火，却抵挡不住大家收获
的热情。天虽旱，人给力；是灾
年，无灾情。截至 6 月 8 日，全
市已收割35.62万亩，占总面积
的80%，其中机收35.48万亩，机
收率达99.6%，平均亩产比去年
稳中有升。

新郑市紧紧围绕稳粮、增
收、强基础、重民生，全面加强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走出了
一条具有新郑特色的水利发
展之路，为小麦丰收打下了
坚实基础。同时，新郑市出台
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农机具购
买和农机合作社的发展，带动
了群众致富，也为农民抢收提
供保障。

全市上下齐动员，奋战三
夏凯歌旋。新郑市组织党员干
部、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成
立帮扶队、党员突击队、技术下
乡服务队等，指导适时抢种、科
学播种、合理麦管、及时浇水
等，打赢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的攻坚战。

行走在新郑的乡间地头，
记者们以讲故事的方式，将所
见所感诉诸笔端，让大家感受
不一样的丰收六月。

一望无垠的麦田里，紧
张有序的麦收队伍中，新郑
市梨河镇“大学生村干部帮
扶队”如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扮靓了农村大舞台。

“以前‘三夏’时节一来
临，我就发愁，自从村里来了
村官，年年主动上门帮咱，不
是自家娃胜似自己娃啊！”梨
河镇三刘村 80 岁的孤寡老
人刘得曹高兴地说，“恁热的
天，他们还是干劲十足，我那
一亩地半小时就收割完并运
到家，变天下雨也不怕，感谢
党的好干部啊！”

“三夏”伊始，梨河镇的

村官在自己正常的工作之
余，已开始筹建“帮扶队”，
他们跑东家、串西家地了解
情况，分类建档，积极和市
农委对接，联系合作社，为
夏收困难户签订免费收割
帮扶协议。

据了解，“三夏”期间，
梨河镇已有110多户农民得
到帮扶，共帮扶夏收 350 多
亩。“大学生村干部帮扶队”
积极向全镇缺少劳力的困难
群众开展“献爱心助耕收”服
务，确保了夏粮颗粒归仓，夏
种不误农时，赢得了全镇上
下的广泛赞誉。

村里来了帮扶队

核心提示

▲6月7日，中石化“支援三夏”送油配送车在龙王乡赵郭
李村麦田为大型联合收割机添加油料。今年“三夏”期间，新
郑市在辖区设立17处“三夏”农机油料专供站，除为“三夏”作
业农业机械敞开供应油料外，还每升优惠0.05元。

趁着端午节学校放假，上三年级的小涛也来到田
间帮父母抢收小麦，体验“农忙”。

▼在城关
乡沟张村，村
民张海松正准
备将收割完的
小麦装车运回
家。他告诉记
者，今年他家
种了9亩麦子，
每亩收成都在
1000 斤以上，
较去年每亩多
收60斤左右。

金灿灿的麦子从收割机的机舱里流金灿灿的麦子从收割机的机舱里流
出，一派丰收的景象。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机声隆隆麦收忙。机声隆隆麦收忙。

新郑市农机部
门在107国道沿线
及各乡镇主要干道
设立“跨区作业服
务站”，为跨区作业
农机手提供服务。

为过境农机畅通亮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