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郑州 6 月 3 日电(记者林嵬、宋晓
东、于文静)5 月末，产粮大省河南进入了忙碌
的夏收时节。在河南省唐河县焦庄村，身穿黑色
连衣裙、灰色高跟凉鞋的农民郭改声，轻松地挥
动铲锹平整晾晒的麦粒。在她身后，60 多亩麦
田静静地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色——— 除了
几台收割机紧张地穿梭作业，广袤的田地看不
到几个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每逢种植或收获高峰期，在河南、
河北、山东、安徽等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出现
类似“农忙不见人”的场景，与城市人心目中忙
碌辛劳的抢种、抢收画面大相径庭。

今天谁在种粮？未来谁当农民？

手拿着镰刀没活儿干，“农忙

不见人”在多地成常见画面

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的一片麦田旁，63 岁
的农民陈来背着手，在女儿陈小兰的陪伴下眺
望远处隆隆作响的收割机。前几天，陈来把腿摔
伤了，陈小兰从广州匆匆赶回来帮父亲收麦子。
可没想到，还没赶到麦地，家里的 13 亩小麦已
经快收完了。

“现在全部机械化，收麦真是用不上人了。”
陈小兰拿着镰刀本想收一下机器到不了的边角
地，没想到收割机一溜烟收得干干净净。而且，
小麦在地头就卖给粮食经纪人换成了钱，令她
感慨不已。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是夏收、秋收，当下农
田里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农机具，“耕、耙、耖”
这些老农具都成了稀罕物。

还有比陈来家更轻松的。周口市的农民于
德军全家都在湖北打工，家里的 8 亩地托管给
了一家农机合作社。一亩地支付 400 元，合作社
便提供从种到收全程服务。于德军连老家都没
回，地里的小麦不仅亩产稳超 550 公斤，8000
来块的小麦钱也直接打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如今，“农忙不见人”在全国多地成常态。在

新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田间地头看不到
几个忙碌的农民，取而代之的是用上了北斗
导航播种的“智慧农机”；在山东，一个种粮大
户利用收割机，3 天就能收完 560 多亩小麦；
在河北，收割机进度飞快，而且作业数据可实
时传输到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手机上。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2018 年麦收，大
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过 8 成仅用
时 17 天，有 5 天日机收面积超过 2000 万亩，
创历史新高。今年，农业农村部预计全国将有
1630 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
合收割机 64 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 27
万台。

“麦假”成历史，农业“机器换

人”进程加速

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 35 年的任希山还
记得，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每到麦收，农村

学校还有“麦假”，不少单位和企业也会放假
让职工回家收麦。

“夏忙不算忙，麦忙累断肠。”58 岁的农
民秦小凤回想起从前麦收的场面，苦和累涌
上心头。秦小凤说，要收麦了，天大的事都得
往后放一放，全家每天早上 4 点下地一直干
到天黑，连收割带播种得一个来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
大量转移，60 后农民逐渐老去，农村面临“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会种地、90 后不提种
地、00 后从未下过地”的问题。通过大规模
“机器换人”，我国农业不仅缓解了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农
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
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

20 多年来，中国小麦主产区完成了全程
机械化的历史性跨越。从南到北，农机手利用
“农时差”，创造出“跨区联合作业”模式，开辟

出巨大的农机服务市场。
传统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要历经耙

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 22 个生产环节，
现在基本所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河
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尚庄村党支部书记
尚水旺算过一笔账，如果 8 个小时计“一个
工”，20 年前，收 6 亩麦子得投入百十个工，
现在只要十二三个工。同时，小麦亩产却从过
去的 300 多公斤提高到 500 公斤以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 477 . 21 公斤，比 2007
年的 382.54公斤增加了近 95公斤。

未来的“种粮人”长啥样？

于培康是河南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理事长。他掰着手指头算账：“与农民传统的
分散种粮相比，合作社规模化托管，平均一
亩地一季种植成本能减少 100 元，粮食亩产
能提高近 50 公斤。投入更低、产出更高，粮
食质量还有保障。”

从 10 年前开始流转土地种植粮食，到现
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托管服务，给农民打工、
为种粮服务，于培康的合作社托管土地已经
覆盖了周边 4 个乡镇的 60 多个行政村，面积
超过 2 .5 万亩，预计到今年底能达到 5 万亩。

此外，一些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为
现代“新农人”。河南省郸城县 90 后年轻人左
明飞，与 22 个回乡创业大学生组建“大学生
创业联盟”，主攻农业现代化种植。

于培康和左明飞这样的“新农人”和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正成为从事和服务粮食生
产的主体。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司长张天佐说，到今年 4 月底，依法登记的
农民合作社达到 220 . 7 万家，成立联合社 1
万多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为成
员提供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信息等统
一服务的合作社占比达到 53%。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培育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小
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
道路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方向，粮食产量和农
民收入都将进一步提升。

夏收“农忙不见人”，“种粮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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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盛夏，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突泉县突泉镇新生村葡萄园大棚内，茂密的葡萄藤枝上
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任月娥在葡萄大棚里忙里忙外，今天气
象部门请来的大专家要来葡萄园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能在
现场向大专家“取经”，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任月娥种了 3 个葡萄大棚，品种有十几种，每年 3 个葡
萄大棚能让她们家增收二三万元，可对于她来说，这笔收入
比预想的要低。“种好了每棚葡萄收入应该是 5 万元左右，
主要还是培育技术有不足，管理跟不上。”任月娥说。

来任月娥葡萄大棚指导的是宁夏气象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张晓煜，常年从事葡萄种植技术与气象研究工作。

“我的这个葡萄怎么长得这么小？”“我这个棚是不是建
得太高了？”任月娥把多年的疑问一口气问了出来。

“你这个葡萄补水过多，水多了也不利于葡萄生长。”
“培育葡萄尽量不要在主藤枝上培育，在分藤枝上培育，才
能保持葡萄藤蔓的营养。”“大棚确实有点高，如果遇见大风
大雪天气，可能倒塌，最好改一下。”张晓煜一一作答。在现
场，张晓煜还给任月娥挑出了其他几个葡萄种植技术问题。

新生村的农民从 2009 年就开始发展葡萄种植产业，村
民先是种田园裸地葡萄，2012 年突泉县鼓励农民搞设施农
业，新生村的家家户户盖起大棚种冷棚葡萄。近年来，村民
听说暖棚葡萄产量高，成熟早，价钱还高，有条件的村民把
冷棚改成了暖棚。

“过去，我们种葡萄都是靠经验，看老天，技术不过硬，
产量也不多。”村民贾楠说。

贾楠听说村里来了大专家讲课，一早就来到活动现场。“我
们家种着 5 个葡萄大棚，对于我们来说，种植技术与葡萄产量
息息相关，同时气候条件也与葡萄产量密不可分。”贾楠说。

2016 年一个盛夏的夜晚，新生村突然下起了冰雹。由于
没有提前得到气象预报，一场冰雹把村民的葡萄破坏得满目
疮痍。“好在，从 2017 年开始，气象部门每天为我们推送精准
气象预报，大家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贾楠说。

2016 年，中国气象局定点帮扶突泉县，不仅推送精准
气象预报服务，提供农田气象科学管理，还请多名知名的气
象、种植专家为农民答疑解惑。“目前我们村有 64 户农民种
葡萄，相信在气象部门帮助下，我们的葡萄大棚不仅能增产
量，还能提高质量。”贾楠对自家的葡萄产业充满了希望。

(记者哈丽娜)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3 日电

专 家 进 园

新华社济南 6 月 2 日电(记者王阳)“咚咚
咚，咚咚锵……”还没走进山东荣成市王连街道
客岭村，记者就被一阵锣鼓声吸引。“这是村锣
鼓队正在文体活动室演奏客岭大鼓。”客岭村党
支部书记朱衍辉说，“农闲时，乡亲们都会聚在
一起，敲锣打鼓，热闹热闹。”

然而，一年多以前，这个拥有 570 多户村
民、6000 多亩土地的村子，却还不是这番热闹
景象，甚至被人戴上“软弱涣散村”的帽子。由于
村里人口占比最多的刘姓有着 600 年宗族史，
客岭村也被当地人称为“客岭刘”。作为威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派驻的村党支部书记，
去年 2 月初到时，朱衍辉吸了一口凉气：村集体
收入入不敷出，村委办公室只有个破旧的办公
桌。

上任第二天，他就拿起笔，夹上本，走进村

民家里，希望听到村里概况。可还没走访几
户，村民的回答就让这个激情满满的新书记
直挠头。单刀直入、一板一眼的提问，得到的
答案往往是“差不多”“就那样”。他这个“外
人”怎么也进不去。

再三碰壁后，朱衍辉撂下笔、放下本，村
里哪人多，他就往哪去。村委墙根下、修理所、
小卖部，成了朱衍辉最常去的地方。带把花生
瓜子，和聚坐在一起晒太阳、打扑克的大叔大
婶聊闲天，你一言，我一语，气氛一活，话匣子
就打开了。几个月下来，朱衍辉成了“客岭
通”，谈到家长里短、大事小情，他都能如数家
珍般娓娓道来；一进村民家门，就有说不完的
话。

常年来，客岭村通往周边镇街的土路凹
凸不平，一下雨，道路泥泞成了出行的阻碍。

朱衍辉想修柏油路，但几百米的路就
要花费数十万，朱衍辉只能自己去争取。从
各级涉农部门到王连街道，从市县政府到
自己单位，甚至是村里在外发展的“能人”，
朱衍辉和村两委成员跑了个遍，争取来 300
多万元。

三伏天里，朱衍辉同村两委班子成员起
早贪黑，一起靠在工地上；2018 年 8 月，总面
积 3 万多平方米的 6 条水泥和沥青路相继完
工，他们的脸晒得黝黑。修路，不仅解决了客
岭村的出行难，更“修”出了村党组织的凝聚
力、向心力。

“路修好了，村里也通客车了，这是老百
姓盼了多少年的事啊。”客岭村妇联主席刘喜
婵说，今年初公交车第一次进村那天，没啥动
静的“客岭刘”“又活了”：村里三四百人齐聚

小康路，敲锣打鼓，载歌载舞。
但朱衍辉想的是，不仅要让村子活起来，

还要富起来。“朱书记为我们定下‘农业+文化
+旅游’的路子，让‘客岭刘’走出一条新路子。”
王连街道客岭村村委会主任刘海堂说，朱衍
辉带领村两委组建锣鼓队、广场舞队、庄户剧
团，将客岭村 600 多年的传说故事挖掘、整
理、编印成册；还与外省中药材协会合作，利
用十几亩村集体土地，种上了金莲花、金鸡菊
等中药材。

从村路到乡风，从钱袋子到精气神，
短短一年多，村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乡
村振兴之变，这个曾经闭塞的村庄去年还
被评为山东省森林村居。村民们如今这样
看待外来的村支书：“朱书记，那是我们‘自
己人’。”

“外来的”书记成了“自己人”

地处峨眉山支脉封顶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竟吸引了 7
名博士，隔三岔五地往山上跑。记者近日来到四川乐山市沙
湾区谭坝乡绿化村采访，不禁好奇：一个村能有多大天地，
需要 7 名博士工作？

这 7 名博士中，不乏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其中还有 3 名
女性。他们是乐山市专门引进的高级人才，现为乐山职业技
术学院药学系的骨干中坚。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南泽东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博士
哥”，他说：“我到西部来，就是想发挥我的专业知识，为这里
的人多做一些事。”

来得正好，绿化村的产业正遇上瓶颈。

绿化村昔日山险地薄，当地有民谣“有女不嫁封顶山，嫁了
眼泪要哭干”。如今，这里满坡佛手柑苗，嫩绿枝叶在阳光下发
亮。这个曾经的市级贫困村，在脱贫攻坚战中引进业主廖万夫，
流转了 3000 亩土地，种植药食同源的佛手柑。2018 年，村民的年
人均收入达到 13600 元，贫困村摘帽了。

但从“脱贫时期”过渡到“脱贫后时期”，想把佛手柑产
业做大做强，绿化村却面临困境。

佛手柑是药食两用植物，是四川道地中药材。绿化村的
温差湿度正适合种佛手柑。可 3000 亩佛手柑栽下，没有深
加工，只是论斤卖，村民们获得的收益有限。

廖万夫犯了难。要联系药厂出售，必须要有药性检验报
告，想开发佛手柑产品，也需要专业技术。

“现在佛手柑种出来了，可是不知道检测方法，不知道
怎么深加工，想投入又害怕失败，不投入资金又闲置。没科
研，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他说。

产业之急，是农民之急，更是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之急。
2018 年底，沙湾区委组织部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对接，7
名博士来到绿化村，第一次登上了封顶山。

博士们上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村民解决产业发展
中碰到的难题。山上，一只只鸡咕咕叫着，在佛手柑树下或
飞或卧，这是村里试验的立体农业。可是鸡喜欢钻到草丛里
躲着产蛋，村民们找鸡蛋找得“大眼瞪小眼”。

农学女博士鲜凌瑾想出了好办法：“鸡有就巢性，可以
建集蛋箱。”咋建？村民们没见过。鲜凌瑾指导村民按鸡的体
型的 1.5 倍建箱，垫上干草，放在母鸡感觉安全舒适的地方。有
了集蛋箱，鸡蛋破损率下降了 50%。

绿化村的佛手柑药性如何？这是业主廖万夫和村民们
最关心的问题。

封家福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是乐山市首批优
秀高层次人才，主要从事天然产物活性成分研究。他和南泽
东等研究中药的博士对绿化村的佛手柑做了成分检测，测
出佛手果实里“橙皮苷”等有益成分超过了药典标准。

有了药性检验报告，药厂开始找上门来。
“鲜果卖得便宜，干燥切片更值钱。”封家福说。博士团

队专门研究出了干燥切片工艺，比传统晒干法效益提升
10% ，减少了有益成分损失。“看到满山的佛手柑苗觉得很
振奋，希望研究成果能帮老乡赚得更多。”他说。

发挥专业优势，博士们一次次上山，对佛手柑枝叶、花
朵等都进行了采集和成分检测，发现也具有开发价值。沿着
这个思路，博士团队开始了对佛手柑产品开发的探索。精
油、甘露、佛手茶、佛手酒……一件件样品试制出来。

廖万夫喜上眉梢：“我想到做不到的，做出来了；我想不
到的，也研究出来了！”

“现在还只是研究阶段，从样品到最后推向市场，需要
进行大量试验、检测，要有数据支撑。”南泽东说，在帮助绿
化村发展佛手柑产业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
佛手柑产业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目前，沙湾区委组织部、谭坝乡党委政府和乐山职业技术学
院已经在绿化村共同建立了村级博士工作站，成立了产业综合
党委。“新成立了 3 个针对佛手柑的研究课题。”封家福说，“包括
优化干燥切片工艺等，希望以成果吸引下游企业共同做大。”

谭坝乡党委书记罗桥介绍，目前佛手柑产业已辐射了
周边村落上万亩林地。博士们参与规划，未来将科学建设数
万亩规模的四川最大佛手柑基地，5 年内达到盛产期，预计
农民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知识无价，山乡即将一片金黄。
(记者谢佼)新华社成都 6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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