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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村
民在茌平区贾寨镇
前付村文体广场上
晾晒收获的小麦。

■ 本 报 通 讯
员 赵玉国

▲6月 11日，在东昌府区
郑家镇郭庄村，农机手正驾驶
收割机抢收小麦。 ■ 葛思逸

▲6月6日，在阳谷县王楼村，国网阳谷县供
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正张贴防撞标
识，确保电力设施零缺陷运行。

■ 本报通讯员 曹务松

6 月上中旬，我市小麦
陆续进入成熟期。农谚说，
小麦“九成熟，十成收；十成
熟，一成丢”。这句话的意思
是，小麦产量最高的收获时
期是在小麦九成熟时，而不
是在十成熟时。十成熟收
获，反而会因为麦穗头过于
干燥，收割时容易导致田间
落粒、损失增加，加上小麦籽
粒养分回流，千粒重降低，
导致产量损失较大。

所谓的九成熟，就是小
麦的蜡熟末期至完熟期，这
个时期收获，可以获得最高
产量。此时，植株特征表现
为茎秆节间绿色没有褪尽，
但叶片枯黄，茎秆尚有弹
性，籽粒充实饱满，含水率
在 20％左右。收获作业开
始前，要按照减损增粮的要
求，对收割机进行全面检查
与调试保养，确保机具以良
好的技术状态在整个收获期正常工作。

（聊城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
级农艺师 张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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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夏日炎
炎，麦浪翻滚，金穗飘香。6月11日，在
高唐县固河镇侯桥村，小麦收割正有
序进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黄
澄澄的麦田里穿梭。趁着卸麦间隙，
侯桥村党支部书记侯俊涛把矿泉水、
毛巾、防暑降温药和草帽送到来自河
南省南阳市的农机手刘师傅手里。

据了解，聊城各县（市、区）基本在
6 月 6 日开镰收割，12 日左右达到麦收
高峰期，18日左右麦收结束。“三夏”生
产期间，全市预计上阵各类农业机械9
万余台（套），其中小麦收割机 2 万余
台，引进外地跨区作业机械 3000 余
台。6月12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截至 6 月 11 日，全市麦收进度
49%，收获面积300余万亩。

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三夏”生产
农技服务人员积极深入生产第一线，
指导农民切实抓好麦田管理、农机维

修、防火防风防灾等各项工作。农技
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
势和品相，详细询问今年的麦收进度、
收成产量、农机收割作业等情况，加强
对农业生产进展和相关部门服务情况
的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和村镇，严格
落实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精准有效做
好技术指导服务，抢抓当前天气晴好
有利时机，精心组织、抢收快种，保障
夏粮归仓，切实打好夏粮“丰收仗”。
农技服务人员对农户认真讲解农业机
械操作规范流程，同时发放农机安全
小手册，使农户能够安全、规范地操作
农机，防止事故发生，从源头消除隐
患。

市农业农村部门将时刻关注天气
变化，在做好夏粮突击抢收工作的同
时，紧扣农业发展实际，及时宣传推广
耕地轮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做好秋季种植规划，科学组织开展
夏收夏种夏管，确保秋粮种好种足。

我市已收获小麦300余万亩
占应收面积近五成

■ 文/图 本报通讯员 王保文

“啥也不用操心，农业生产托
管解决了咱老百姓的大问题。从
粮食播种一直到收割，统一机械化
作业，省时省力又高效，每亩地节
本增收200多元。”6月8日，看着今
年小麦获得大丰收、玉米播种完
成，高唐县三十里铺镇崔庄村脱贫
户崔集军喜上眉梢。同全镇大多
数农民一样，崔集军如今当起了

“甩手田掌柜”，把自家粮田生产托
管给了村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三十里铺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统一管理下，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近期，在该镇的麦田里，轰隆
隆的机器声不绝于耳，收割机手熟
练地操作农机往来穿梭。该镇镇

村干部在“三夏”生产中，争分夺
秒、趁天赶时，主动联系所帮扶的
困难群众，帮助他们抢收抢种，坚
持24小时在田间地头值守，力保生
产安全，确保颗粒归仓，让群众种
粮效益最大化。

同时，依托“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三十
里铺镇持续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为全镇小麦、玉米等传统优势作物
提供全年技术服务。近年来，镇农
技干部活跃在田间地头，为群众提
供测土配方、精准用药、无人机植保
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效降低了农
户们的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
品质量。“三十里铺镇农业社会化服
务中心成立以来，为农民扎实提供
统一高效的咨询、劳务、培训等现代
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有力促进了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该镇三十里

铺村党支部书记杜文忠介绍。
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粮食增

产，2000 年起，杜文忠带领群众创
办了“印象三十里”种植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统筹管理农业生产，通
过农业社会化精准服务，力促农业
提质增效，及时为镇域农田提供农
技指导、农机作业及农资供应等专
业服务，构建起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耕种、管理、收获“一条龙”的服
务产业链，实现了村民、村集体和
合作社三方共赢。党支部搭“台”，
合作社架“桥”，有力助推乡村振
兴、促进农民增收。截至目前，三
十里铺镇6000多农户、4万亩托管
粮田喜获丰收，全镇粮食生产年可
节省支出400多万元。

群众喜获“省心粮”
“三夏”新观察

6月9日，在茌平区杨
官屯乡滨城新村，巾帼志
愿者向农民发放兴粮节粮
倡议书。

“三夏”生产期间，茌
平区组织开展“巾帼兴粮
节粮”活动，鼓励女种粮大
户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多种
地、种好地、多打粮，引导
广大妇女群众充分发挥在
种粮兴粮、爱粮节粮中的
积极作用，为夏粮丰产丰
收贡献巾帼力量。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 本报通讯员 辛白 赵刚

近日，随着茌平区信发街道
刘寨村“第一镰”小麦开割，聊城
正式进入“三夏”时间。

为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
仓，聊城市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
举，全力为农机车辆运输保驾护
航。

开辟“绿色通道”

让跨区麦客一路畅通

夺取夏粮丰收，对于稳预
期、提信心、促发展至关重要，而
农业机械跨区作业是“三夏”农
业生产特别是小麦丰产丰收的
关键措施。市农业部门预计，今
年“三夏”生产期间，全市将上阵
各类农业机械9万余台（套），其
中小麦收割机2万余台，引进外
地跨区作业机械3000余台。“三
夏”小麦跨区机收和机械化生产
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压力较大。

“目前，德上高速、高东高速
等高速公路的所有收费站已全
部开辟‘三夏’农机专用快速‘绿
色通道’，并安排专门人员加强
引导，有效保障农机运输车辆快
速通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
记、局长韩德振说。

该局聚焦重点路段、重点环
节，组织人员深入各县（市、区）和
道路一线开展督导检查，优化通
行服务，对于依法办理许可的农
机超限运输车辆，优先保障便捷
快速通行，并及时提供路况信息
服务，有效提高了联合收割机跨
区作业的安全性和时效性。同
时，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建立
沟通联系机制，提前研判农机运
输需求，制定高峰期应急预案，为

“三夏”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通行保
驾护航。

加强护路巡查

打通入田“最后一公里”

交通主干线畅通了，农机入
田的“最后一公里”也不可疏
忽。大型农机下了高速、国省
道，农村道路畅不畅通？能不能
顺利到达田间地头？这是市交
通运输部门紧抓不放的又一个
问题。

市交通运输局专门成立“三
夏”小麦跨区机收和机械化运输

服务保障工作督导检查小组，由
局科级干部带队，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现场检查。

“这是哪位老乡晾晒的大
蒜？码在路边，影响大型割麦机
通行，麻烦赶紧收回家。”6月6日
下午，在东昌府区沙镇齐楼村的
一段入村农村公路上，东昌府区
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杨健正在
和同事们进行护路巡查，力求打
通护航“三夏”生产的“最后一公
里”。

针对“三夏”期间大量农机
车辆跨区作业的需求，市交通运
输局会同公安交警、农业农村等
部门，深入开展护路执法行动，
全面清理非法设置的限高限宽
设施。加大路政巡查频次，对因
农业机械作业造成拥堵和影响
公路畅通的情况，及时引导、排
除隐患，为农机车辆跨区作业营
造良好的通行环境。

设置“爱心驿站”

贴心服务温暖农机手

“‘爱心驿站’的服务真是太
贴心了，明年麦收俺们还来聊
城！”6月5日，在德上高速古城收
费站，来自河南的跨区作业农机
手赵师傅开心地说。

赵师傅表示，今年他和同乡
共驾驶5台收割机，一路北上，逐
麦而行，进入聊城后，感觉格外
暖心。“收费站和执法工作人员
不但引导我们顺利通行，而且主
动对接安排我们带车进站休息
停靠，提供免费饮水、加水、应急
药品等服务，真心为他们点赞！”

据了解，我市交通运输部门
制定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暖心服
务广大农机手。充分利用服务
场所设置“跨区联合收割机服务
台”“便民服务亭”等“爱心驿
站”，为农机手提供毛巾、矿泉
水、修车工具、常用药品等便民
服务项目，努力做他们的“贴心
人”；在服务区设置农机专用停
车位，在国省干线公路设置专门
停靠处；针对跨区作业外地司机
对本地线路不熟的情况，组织志
愿者化身“跑腿员”，及时准确做
好车辆线路指引……一系列暖
心服务，为跨区作业车辆“争分
夺秒”的同时，也让聊城交通运
输保障颗粒归仓的底气越发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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