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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林金彦

6月12日中午，付忠晶驾驶着一
辆电动三轮车，徐徐行驶在东昌府区
侯营镇的田间小路上，路两边是大片
金黄色的麦田，车上装满了盛好的饭
菜。付忠晶是侯营镇红色教育基地
的志愿者，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正
要把免费的爱心午餐送到外地来聊
夏收的农机师傅手中。

当日中午12时左右，一台台收割
机在田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小麦清香。“免费午餐来了，咱吃完饭
再干……”在孙楼村北的麦田里，付
忠晶和同事们招呼着师傅们赶紧来
吃饭。饭盒里的红烧茄子、花炒肉
丝、白菜豆腐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非
常感谢你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地

头，吃饱喝足以后，我们干活也更有
劲了。”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农机师
傅陈想然激动地说。

陈想然今年51岁，从事农机工作
20多年。每年夏收时节，他就和妻子
搭伴跨省作业。麦收工作十分辛苦，
他们每天早上6时开始割麦子，一直
要忙到晚上10时以后，一天能收100
多亩小麦。“夏收工作很辛苦，但也很
值得。”陈想然边吃，边伸出大拇指
说，“你们聊城的服务就是贴心，大馒
头也非常好吃！”

“芒种忙，麦上场。麦熟一晌，
虎口夺粮。”近期，来自外省的数百
辆大型收割机陆续来到东昌府区，
投身麦收一线。东昌府区侯营镇党
委政府联合侯营镇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了将免费饭菜送至田间地头等
暖心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三个年头
了。“我们把免费饭菜和绿豆汤等解
暑降温用品送到田间地头，就是要
解决农机师傅的后顾之忧，让他们
安心抢收。”侯营镇党委副书记马晓

莉表示。
不少村民也主动加入免费送水

送饭的队伍，受到了农机师傅们的连
连称赞。据了解，东昌府区将结合社
会信义体系建设工作，对参与“三夏”

生产服务保障的志愿者进行信义加
分，激发村民参与“信义东昌府”建设
的积极性，让淳朴民风、文明乡风吹
遍乡村。

免费爱心餐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讯（记者 林金彦） 6月8日
上午，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杜
洪军早早来到“三夏”服务站值班。“这
两天，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就要陆续
到来，我们24小时值守，为麦收机械提
供暖心服务。”他表示。

东昌府区“三夏”服务站设在德上
高速聊城南站。记者在现场看到，服务
站有5名志愿者进行接待服务，为农机
转运车辆发放包括“三夏”生产技术路
线、维修网点联系电话、安全生产注意
事项、作业登记表等内容的便民服务手
册。服务站还为夏收人员免费提供方
便面、热水等生活物资，以及玻璃水、机
油等农机用品。

据了解，东昌府区小麦联合收割机
保有量2000余台，计划引进外地跨区作
业机械约400台。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
在“三夏”服务站联合交警、行政审批等
部门，设置了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联
合收割机及其运输服务车辆实行优先

查验、优先放行。“对于超限运输车辆，
不能即时提供上路许可的，我们实行

‘容缺办理’的方式，保障收割机械尽快
投入麦收工作，然后由农机运输车辆补
办许可。”杜洪军介绍。

今年，东昌府区小麦种植面积
65.39万亩，目前已经发放跨区作业证
304张，其中小麦跨区作业证199张，已
检修其他各类农业机械 7000 余台，确
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东昌府区
成立了“三夏”小麦机收工作专班，做好
农机服务保障、麦收技术指导、应急响
应等工作。设立24小时小麦机收保障
热线电话，各镇街都建立了农机应急服
务队，以及畅通跨区作业问题反映渠
道，出现问题将第一时间予以协调解
决。同时，该区积极开展农机“送检下
乡”服务活动，目前共举办安全技术检
验14场次，培训农机手300余人，检验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590 台次，发放宣
传材料3000余份。

东昌府区

暖心服务护航“三夏”生产

志愿者将饭菜送到农机师傅手中

“三夏”新观察

“三夏”杂谈

■ 张颖

眼下已经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时
节，夏收夏种工作全面展开，各式农业
机械全面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值得注
意的是，当前连续高温干热天气下，稍
有不慎极易引发麦田火灾，在“三夏”大
忙、抢收抢种的同时，还需时刻绷紧安
全弦，防患于未“燃”，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夏季麦收是疫情政策调整后
的首次麦收，对粮食保供稳价意义重
大。为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此前我市出
台了十项措施为麦收交通安全保驾护
航，确保农机抢收高效、安全、畅通。

做好麦田防火，切勿乱丢烟头。麦
收季节，农活较重，人们容易疲累，有时
会抽烟解乏，但切记不要把火种带到麦
地周边，坚决不在麦田里吸烟。须知随
手乱丢烟头很容易引起火灾，麦田一旦
起火，很难及时扑灭。另外，家长在农
忙时也不要忽视对孩子的管理，要教育
孩子不要在麦田附近玩火。

做好麦田防火，注意农机安全生

产。进入田间进行收割运输作业的联
合收割机和拖拉机应配备防火罩和灭
火器。收割机作业时，麦子秸秆会被卷
入收割机轮轴里，因收割机连续工作、
输送带摩擦生热而迸发火花，从而造成
烧麦、烧机事故。特别是在气温高的夏
季，油料极易气化，遇火即燃，引发火灾
事故。

做好麦田防火，切记不要焚烧秸
秆。麦收季节是火灾易发、多发季节，
由于麦田较为干燥，一旦大量秸秆在田
间燃烧，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
染，而且干燥的秸秆燃烧速度较快，再
加上麦田之间紧密相邻，极易导致“火
烧连营”，造成火灾扑救困难，后果不堪
设想。

麦收期间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高，
广大群众要强化消防安全意识，落实安
全防范措施，做好灭火准备，加强防范
巡查，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如果真的遇
到麦田火灾，应保持镇定，不要惊慌，迅
速扑救。同时，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19，
向消防部门请求帮助。

“三夏”生产要防患于未“燃”

本报讯（通讯员 张震）6月11日
上午 10 时，在阳谷县定水镇定水村麦
田中，一架无人机在志愿者的操纵下缓
缓升空。无人机对定水村麦收情况进
行航拍，并将画面实时传输到地面工作
人员的手机上。“你看，这片麦田已经收
完了，但是麦秸仍存在火灾隐患……”
无人机操作手刘永博第一时间将航拍
情况反馈给村里的党员志愿者。

今年麦收工作开展以来，定水镇积
极采取“人防+技防”“空中+地面”等措
施，依托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青年团员、巾帼志愿者组建麦收防火志
愿服务队，筑牢麦收“防火墙”，守护百
姓“粮袋子”。

志愿者使用“高空普查、低空细
查”相结合的方式巡视麦田，方便及时
掌握火情信息，为麦收防火工作注入
科技力量。“往年麦收防火巡查都需要
大半天时间，今年用上无人机，几分钟就
能把村里的麦田巡查一遍。”定水村党员
志愿者陈清文说。“用无人机巡查，能大
范围监控全村麦田收割和秸秆焚烧情
况。”定水村党支部书记孙善龙说，“不仅
可以在麦收期间高效、精准‘寻火’，还减
轻了志愿者的巡田工作负担。”

“我们将扎实做好‘三夏’生产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
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
实基础。”该镇党委书记闫瑞鹏说。

定水镇

麦收防火有了“空中之眼”

6月12日，茌平区菜屯镇任庄村吉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将已经打捆的小麦秸秆搬运装
车。麦收时节，茌平区依托农机合作社将小麦秸秆进行统一打捆回收，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变
废为宝。将回收的秸秆用于畜牧养殖和生物发电等，既促进环境保护又增加农民收入。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秸秆回收
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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