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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近日，茌平区杜郎口
镇志愿者在崔何村麦田里向农
民宣传防火知识。“三夏”生产
期间，该镇组织机关干部、党员
志愿者深入51个网格村开展
麦田防火宣传工作。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风吹麦浪扑鼻香，又是一年
夏收忙。近期，高唐县固河镇9.18
万亩小麦迎来收获季。田野上，
一望无际的麦田散发着阵阵麦
香，风吹麦穗摇摆，麦浪涌动，锋
芒显露，头戴草帽的农民在田垄
间看护麦田，收割机在田间轰鸣
劳作，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科技助农 小麦高质又增产

“今年小麦长势比较好，麦穗
又大又饱满，基本没有倒伏现象，
又是一个丰收年。之前一亩小麦
也就能收900斤到1000斤，今年粗
算了一下，亩产提高到了 1200 多
斤，这多亏了政府给我们农户的
政策扶持和种植技术指导。”6月9
日，靳庄村种粮大户赵虎手里捧
着刚收上来的麦子，笑得合不拢
嘴。

去年冬季，突遇低温天气，固
河镇部分麦田遭受不同程度冻
害。该镇随即开展了“科技壮苗
专项行动”，组织10多名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多举措开展技术
服务，全过程“把脉问诊”，手把手
精准指导，助力弱苗实现转化升
级。同时，采取施肥镇压、科学浇
水、统一防治病虫害等补救措施，
为今年夏粮的丰产丰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

土地托管 群众省心变“闲人”

6月10日，在后吴村麦田里，
金灿灿的麦穗随风舞动，农机手
正驾驶收割机在麦田中穿梭，饱
满的麦粒从收割机出粮口“哗啦
啦”地倾泻而下。“以前收麦累得
精疲力尽，自从有了托管服务，根
本不用操心，一亩地不到 10 分钟
就能收割、脱穗完毕，收完还给装
车送到家中，真是省心又省力。”
村民李俊东笑着说。

今年夏收，固河镇约有1.3万
亩小麦交由高唐坐标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中化集团、鲁佳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等进行农业生产托
管，合作社连片作业，为农户提供

“套餐式”收割管理服务。以前村
民自己雇人收麦，一亩地的劳务
成本约150元，现在一亩地的托管
费用只有 50 元左右，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可以说实现了农户与托管主体
的双赢。”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托
管，提供全方位、保姆式的农机和
农技帮扶，显著提升种植户效益
和抗灾能力。此外，把土地托管
出去的农户当起了“甩手田掌
柜”，有的到企业打工，有的加入
合作社成为员工，真正解放了劳
动力，做到了农业生产和务工两
不误。

风吹麦浪满目金

图④ 6月10日，在茌平区
振兴街道后曹村众农鑫农业种
植合作社，社员在抢收小麦。茌
平区共种植小麦85万亩，“三
夏”生产工作开展以来，当地农
业农村部门加强农机调度，最大
限度满足农民夏收设备需求。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图③ 6月10日，东昌府区
郑家镇潘庙村村民正在浇灌播
种后的玉米。日前，我市“三夏”
生产全面展开，各地农民抓住天
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抢收抢种，
在已播种玉米的地块及时进行
灌溉，确保玉米正常出苗。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 文/图 本报记者 许金松

6月12日，烈日当空，麦浪翻滚，农机轰
鸣。

在冠县贾镇荆楼村村民荆兆洪的麦田
里，两台联合收割机欢快地“奔跑”，进行着

“吞吐”作业，金黄的小麦从根部被“截断吞
咽”，等机器“吃饱”，再将麦粒“吐进”收储车
里，接着运回不远处提前准备好的农场粮仓
内。

“又是一个丰收年啊！”看着眼前不断丰
满的粮仓，荆兆洪高兴地说。当日，荆兆洪种
植的500亩小麦收割完成，亩产达700公斤。

近年来，贾镇积极响应国家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的号召，大力发展规模化生态化
农业，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培育出了一批农
村致富带头人，如今已年过六旬的荆兆洪
就是响应政策、依靠科技致富的一位农场
主。

2013年，荆兆洪通过土地流转，在本村
注册成立了冠县兆洪家庭农场，以种植小麦
玉米为主，目前规模已达500亩。随着农场
不断发展，他又先后投资150万元，购置了联
合收割机等现代化农用机械，并建设了烘干
机、晾晒场、粮仓等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
机械化、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走上了种植、收
购、烘干、存储、销售一条龙的现代农业发展
道路。

管理这么多土地，没点真本事可不行。
“农谚说：‘初一阴天雨，半月没好天。’先人
总结得有一定道理。种地要尽量预知天气
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措施。”荆兆洪笑着说。

在田间管理方面，荆兆洪除了向农技刊
物学习、向专家咨询、与同行交流，他还把每
天的温度、风力、阴晴等天气情况都记录在
案，并结合农作物长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
理模式。近年来，荆兆洪的农场粮食产量一
直处于高位，农业专家每年测产小麦亩产都
在 700 公斤以上，2019 年玉米亩产达 800 公
斤，实现了亩年综合产量1500公斤的目标。

自己成功的同时，荆兆洪没有忘记村里
的乡亲。他的农场不仅解决了部分村民的
就业问题，转移了剩余劳动力，还无偿分享
管理技术、提供优良品种，带领大家共同致
富，广受周边群众赞誉。

2018年，被聊城市农科院评选为“小麦玉
米高产创建基地”；2021年，被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山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认定为

“家庭农场省级示范
场”……近年来，荆
兆洪的家庭农场荣
誉不断、收获满满。

把利益带给
农民，把效益带
给农业，把发展
带给农村。荆
兆洪深知，这
就 是 家 庭 农
场发展的价
值和意义。

冠县种粮大户“颗粒归仓记”
“三夏”新观察

荆兆洪看着丰收的小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图① 6月13日，度假区
朱老庄镇徐集村，农户正在抢
收小麦。日前，度假区各镇街
抓紧时间调动机械抢收小麦，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 本报通讯员 韩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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