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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当前，济宁市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截

至6月15日，全市529 . 2万亩小麦已收获483万亩，进度超过
九成，从实打实收情况看，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近几年济宁市累计推广80个小麦新品种，良种普及率
达到99 . 8%，全市规模以上良种企业达到35家。“小麦增
产，良种是第一位因素。据测算，良种的科技贡献率现达
到45%以上。”济宁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苏尊鹏介
绍。播种过程中，济宁市推广“双宽”种植模式、深耕深
松、配方施肥等关键技术，也给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此外，济宁市还积极落实惠农政策，保障农民利益。
全市共计6 . 44亿元补贴资金近期将通过“惠农政策一本
通”发放到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实现县市区全覆盖，今
年全市小麦承保面积达到375 . 2万亩，累计提供保障金超
17亿元，进一步降低了粮食生产风险。农情调查显示，今
年，济宁市小麦种植面积529 . 2万亩，比去年增加1 . 7万
亩。预计全市平均单产可达519 . 3公斤，同比增加38 . 4公
斤；总产274 . 8万吨，增加21 . 1万吨。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何西荣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到一年麦
收忙，眼下，汶上县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6月14日，记者在苑庄镇李
村、大王庄村采访,发现多了不少新景象。

外出工人不返乡

往年“三夏”大忙时，当地外出打工
的农民不管路途有多遥远都会打点行囊陆
续返乡，忙完后再尽快赶回打工地，而今
年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农民工返乡收麦。

苑庄镇李村的李勇在外打工多年，他
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他在广州打工，
往返一趟，路费加上误工收入一般在2000
元左右，而自己家4亩地小麦采用机收、
请人帮工夏种的方式，总投入不会超过
400元。“要不是为了看望父母、孩子，
我也不用回来。”李勇说。为帮助家中无
劳力的农户、精准扶贫户搞好夏收夏种，
镇里积极引导，村里出现了许多“党员帮
扶服务队”“机收互助组”等，采取三五
家互助、结“穷亲”等形式为缺少劳动力
的家庭提供帮助，让在外劳动力安心务
工。

开着轿车去收麦

在苑庄镇大王庄村的麦田里,今年麦收
场面有点儿不一样，麦田地头没有了众多
拉麦子的大小拖拉机，地头停放着的许多
小轿车倒是很显眼。

今年28岁的村民张立强说：“现在收
麦子真省事，村里的合作社不光负责收割
麦子，还提供一条龙服务，直接用合作社
的运输车把麦子运回家。这不，听说收割
机快割到俺家的麦田了，我开车过来看
看。”

农机手刘华补充道，以前合作社只负
责收割麦子，农户自备运输车。由于农户
的运输车大小不一，从收割机里卸麦子耽
误时间，加上有些农户没有运输车辆。今
年，合作社统一配备了运输车，直接将收
割的麦子送到农户家里。

麦子不用进家门

“俺家没有晒场，这么多麦子扛到平房
顶上摊晒，既累又麻烦，今年干脆把麦子直
接卖给合作社。”大王庄村民潘教民说。

“去年村里的道立合作社购买了烘干
机，建起了大粮仓，人家负责烘干，还收

购麦子，价格比晒干的是低几分，可我们
不用晾晒、运输和储藏。从网上也知道了
今年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这样的账一算就
明白!”潘教民高兴地说，收的麦子连家门
也没进，他就站在地头看了不到一个小
时，5亩麦子就进了合作社。随后，他就

在微信上收到了麦子钱。
今年还有一个新现象就是环保割麦。

镇里购买了洒水车，24小时轮流冲洗路
面，保持路面干净，环卫工人每天及时清
理路上的碎秸秆，不再像往年那样灰尘满
天飞，让群众清爽环保过“三夏”。

小麦收获超九成

夏粮丰收成定局

今年“三夏”新事儿多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王伟

5月中旬以后，大蒜之乡金乡县迎来
了一年一度的大蒜收获季。5月24日，金
乡县高河街道郭七村的蒜地里迎来了一位
“大蒜快刀手”——— 大蒜收获机，吸引了
周边村镇来瞧“新鲜”的农民。只听马达
一响，拖拉机推动着大蒜收获机向前行
进，震动收土、铲根挖掘、归集铺放，机
器所经之地，大蒜被整齐地铺放在地上，
蒜头几乎没有损伤。不到20分钟，一亩大
蒜“拜倒”在收获机铲下，围观群众无不
拍手称赞。

一旁的金乡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副主
任陈冬介绍，这是他们本土企业山东省玛
丽亚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研制的大蒜收获
机，每小时收获大蒜3亩—5亩，不光效率
是人工收获大蒜的60多倍，损伤率还要比
人工低得多。虽然今年刚刚开始推广，但
全县机械收获大蒜面积超过了2000亩。

“这种收获机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
我们的目标是研制出像小麦联合收割机那
样的大蒜联合收获机，让蒜农更加彻底地
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金乡县
农业机械服务中心主任申中杰说。5月16
日，他们就在金乡国家现代产业园区大蒜
标准化种植基地里，试验了一台联合大蒜
收获机。这台机器能一次性完成大蒜的挖
掘、去土、输送、整理、切茎、收集、转
运等农艺环节，作业模式基本上与小麦联
合收获机相同，在每一个收获来回后，将
大蒜转运到蒜农的运输工具上，简单方

便，省时省力，每小时能收蒜2亩—3亩。
“大蒜从种到收，每亩需要人工14个

以上，用工成本1500元左右，每人每天只
能挖3分地，而且满手都是血泡，但第二
天还得接着干。如果赶上大蒜行情不好，
卖蒜钱甚至还不够人工费用。”胡集镇张
堂村的蒜农张坤华道尽心酸。

“实现大蒜全程机械化，将彻底改变
大蒜‘趴着种、跪着收’的历史。每亩可

降低人工成本700元以上，不仅能提高蒜
农收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更能把蒜
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申中
杰说。在过去的金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金乡钱，不好拿，不是跪，就是爬。”每到挖
蒜的季节，蒜农们都会在清晨5点下地，跪
在泥土里，挖蒜、剪蒜秆、去蒜根、装
袋……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不过，联合大蒜收获机虽然在试验过

程中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在实际应用中还
存在着诸多不完善。陈冬坦言，联合大蒜
收获机对蒜地的干湿程度要求很高，过湿
和过硬都不行，况且容易被较大棵的杂
草、薄膜等堵塞，影响作业。此外，金乡
土地的复种指数高也增加了大蒜收获机的
研制和推广难度。

大蒜属于小众农作物，无法被在国家
层面集中人力、财力研制其机械化产品。
而在大蒜集中种植区，资金和人才又受局
限，致使大蒜全程机械化长期无法取得实
质性的突破。据了解，金乡常年种植大蒜
70万亩，大蒜冷藏加工能力超过300万吨，
产品出口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国总
出口量的7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大蒜第
一县。但是，大蒜种植密度高，机械化程
度低，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已成为制约
大蒜产业提质增效和“一、二、三”产融
合的重大瓶颈。

“近年来，为促进大蒜产业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我们积极整合产学研等方面的
力量，引导、推动大蒜生产全程机械化研
发应用，先后发布世界首台高效精准大蒜
播种机、实施大蒜机械研发推广示范项
目，在一些关键环节实现了新突破，取得
了显著经济效益，带动了大蒜全产业链提
档升级。”金乡县委副书记、县长郑士民
欣喜地告诉记者。去年，他们申请到济宁
创新示范工程金乡县大蒜全程机械化项目
240万元项目资金，今年，金乡县拨付金
乡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大蒜机械研发推广项
目资金500万元，同时拿出4000亩土地进行
试验、推广。

金乡收蒜机械化作业，效率是人工的60多倍

连跪带爬干一天，不如机器走一趟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现在，收割已经到了结尾阶段，我的
社员们这会儿正准备去东部的威海、青岛
等地进行收割作业。”6月14日，当记者来到
嘉祥县仲山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时，
理事长高洪玉正在用手机查询合作社成员
的生产信息，无论是农机的位置还是作业
情况，每一台农机的情况都清晰地显示在
手机上。

2008年2月，以农民、机手为主体，高洪
玉注册成立了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成员
360人，固定资产2800余万元。其中大型拖拉
机236台，自走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28台，水
稻联合收割机12台，玉米联合收获机78台，
小麦免耕播种机、植树打坑机等配套农机
具868台套。

“合作社不断创新农机跨区作业模
式，打造跨区作业品牌，实行了农机订单
作业‘一条龙’服务模式。”从业10余
年，虽然合作社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有
一点儿困难却始终困扰着高洪玉。“过往
的时候要想与社员们联系农机的位置以及
各项情况，只能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
去，而且社员们也很难完全描述出机器的
运行情况，这给调度带来了许多困难。”高
洪玉告诉记者。

机器的升级换代带来了智能化的管理
方式，让过去调度上的问题得到解决。随着
合作社农机的更新换代，新购买的大马力
收割机上都安装了包含有北斗导航的智能
管理模块。“借助该模块，在收割后农机手
就能查到自己收割的面积，遇上机器缺少
机油的情况也能在手机上实时显示出来。”
高洪玉说。

点开手机上的农机查询软件，高洪玉

接着就调取出了合作社成员武建华在6月
14日上午的作业信息。“今天上午的话他驾
驶着自己的福田小麦收割机在汶上县苑庄
镇进行收割生产，从机器显示的质检情况
来看，今年该机器已经运转了200多小时，
收割小麦1500余亩，机器运转情况良好。”
高洪玉介绍。

对于合作社而言，如何收获更多的订
单决定着社员们的收入水平。与打车软件
类似的“嘀嘀农机”软件为高洪玉获取订单
提供了新的途径。“在这个软件上可以显示
出农机的位置、型号、机主的姓名、联系方
式等具体信息，需要进行农机作业的顾客
可以通过软件直接与机主进行联系。”高洪
玉点开软件内位于梁山县的某个点，合作
社成员司崇博的位置与个人信息都清楚地
显示出来。

“除了这款软件，我还用了‘种地宝’软
件来获取订单，算起来有上千亩的收割订

单都是在线上获得，算起来能有5万元的净
收入。”拨通软件上显示的司崇博的电话号
码，他兴奋地说起了今年的收割情况。

令高洪玉感到惊喜的是今年合作社最
新购进的两架植保无人机。“过去我们给田
地里打药，一亩地算下来需要10块钱，更需
要20分钟。现在用我们购买的植保无人机
每亩地只需要花费五块钱，更是大大节约
了时间。”高洪玉说，今年春季时，无人机打
药在附近的村里得到了广泛应用。

科技改变着农业生产，同时也对农民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机械化、智能化
生产的出现，对于农机手的文化程度也有
了更高的要求。”高洪玉告诉记者，2017年，
合作社被授予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
训基地，主要培训农机知识以及合作社管
理方面的内容。同时，合作社通过开展拖拉
机（含联合收割机）驾驶培训，帮助8批次
180多人获得了拖拉机驾驶证。

农田收割也能“共享”

农机生产尽在“掌中”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13日，济宁市召开以“5G展望与行

动”为主题的5G发展研讨会。
济宁历来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发展，提前谋篇布局，为

提前布局5G试点打下了良好基础。研讨会提出，今后，
济宁各级要坚持超前谋划，做到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先
行，加快5G网络建设和规模组网，有序扩大5G网络覆盖
范围，为全市企业和群众提供快速高效的服务。要坚持融
合发展，加快行业应用试点示范布局，推进产学研用合
作，加快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助推应用融合，拓展5G产
业发展空间。各通信运营企业将抢抓5G技术发展机遇，
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
应用拓展、模式探索，加快5G与制造业、农业、现代服
务业等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施系列“互联网+”示范
项目，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要坚持整体推进，为5G
发展保驾护航，各县市区要抢抓5G发展先机，新闻媒体
要广泛宣传推广，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5G发展的认知
度，助推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

济宁市5G发展研讨会召开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大蒜收获机正在作业。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出台实施标准地制度，深

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先期在任城区、济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兖州区、曲阜市试点试行。

据了解，标准地制度首先明确了工业项目用地供应标
准：包括环境保护、准入行业、能耗、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
均税收、规划条件（容积率、建筑系数）、建设条件、履约保
证、违约责任等。新建工业项目建筑系数不低于40%，工业
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
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
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

济宁三区一市试行标准地制度

□王浩奇 何西荣 报道
6月14日，汶上县苑庄镇演马村小麦收获现场。

“三夏”是一年中第一个大忙时节，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有着重要意义。“七收八收有割头，九收十收没落头。”人人工
镰刀收割小麦时代，每到“三夏”时节，可谓虎口夺食，收割小麦要提前开镰，等到小麦全部成熟再收割就会造成经济济损失。
眼下，用联合收割机收获小麦，九成、十成收获也为时不晚。年年忙“三夏”，年年景不同，今年“三夏”大幕有什么么新的打
开方式？又有什么“神器”首次亮相呢？本报记者近日兵分多路，走进田间地头，探访济宁今年“三夏”的新鲜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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