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6月 6日
星期二 3农业新闻□主编:冯长福 □电话:0551-65179789

■ 本报记者 刘刚

目前全省小麦主产区都在紧张
有序进行夏收工作，由于今年夏收期
间遭遇降雨，为避免丰收的小麦受到
不利影响，各地农户都在加班加点抢
收小麦。记者连线多地小麦种植户
获悉，目前符合收割条件的田块已基
本完成收割，收割成本较去年有所上
涨。

多地连夜抢收小麦

“今年麦收很特殊，阴雨天较多，
大 家 都 在 降 雨 前 抢 收 小 麦 。”6 月 5
日，颍泉区闻集镇葛桥村种植大户葛
翔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收割小麦 3500

多亩，占到种植面积的 80%左右。因
为前几天预报有雨，葛翔为了确保小
麦不受损失，他调动 16 台收割机在地
里加班加点收割，24 小时不停，用了 3
天时间收割 80%的小麦。虽然难度
增加，但葛翔说，越是遇到困难，大户
就越要起好带动作用，不仅自己要积
极抢收，也要帮着村里其他的中小农
户一起抢收，不能让到手的胜利“果
实”受损。

来安县新安镇十里村种植户储
成 宝 告 诉 记 者 ，今 年 夏 收 期 间 降 雨
多，地里的小麦之前长得很好，为避
免 损 失 ，他 连 夜 抢 收 小 麦 。 储 成 宝
说，他种植的 500 亩小麦目前全部收
割完，正在进行烘干，保证不出现潮
湿发霉的问题。

位于灵璧县朱集镇的刘杰家庭
农场今年有 800 亩小麦需要收割，农
场创办人刘杰说由于遭遇降雨，目前
麦收进展较慢。“主要是地里有水，收
割机开不进去。”虽然有困难，但是刘
杰也不等不靠，只要符合收割条件他

就第一时间抢收，人员不离地，收割
机停在田头，尽最大可能加快麦收进
度，到 6 月 5 日中午 12 点，已完成 200
多亩小麦收割任务。

小麦夏收成本增加

部分农户反映，由于连夜抢收小
麦 ，人 工 成 本 有 所 增 加 。 据 葛 翔 介
绍，由于加班抢收，人工支出较多，每
亩要比去年增加 10 元左右。“我们 60
多个劳动力轮班抢收，增加一些工资
也是理所当然的。”葛翔说，每亩小麦
的收割成本在 70 元左右。刘杰也同
样感到今年的小麦收割不仅难度增
加，成本也在增加。“因为需要加班抢
收，人工工资肯定要比去年多，每亩
收割成本自然增加。”刘杰说，每亩要
比去年多开支 15 元，还要及时做好饭
送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不让夏收受
到阴雨天的不利影响。

涡阳县陈大镇小麦种植户孙子
富这几天一直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
由于遭遇降雨，麦地里有积水，影响

了小麦收割。“再苦再累也要咬牙坚
持 ，我 和 十 几 个 乡 亲 们 都 值 守 在 地
里 ，只要天晴我们就收割。”孙子富
说，今年的特殊情况让人力成本有所
增加，每亩要多支出 10到 15元。

除了小麦收割成本增加，部分农
户 还 抢 抓 时 间 烘 干 收 获 后 的 小 麦 。

“因为前几天下雨，部分小麦比较湿，
必须要立即烘干，否则容易霉变。”葛
翔对记者说，周围不少中小种植户缺
少烘干设备，他也在尽力帮助他们，
及时烘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全省麦收“大头落地”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通报，
截至 6 月 5 日，全省已收小麦 3128.7
万亩，进度为 72.9%。当日收获面积
59.7 万 亩 ，投 入 联 合 收 割 机 1.1 万
台。受降雨影响，当天仅宿州、滁州、
亳州等地有零星收获。

当前，六安、淮南及淮河以南地
区 基 本 收 获 结 束 ，不 受 本 次 降 雨 影
响。宿州、淮北等皖北地区目前机械

充足，预计 6 日转晴后投入抢收，本次
降雨对皖北地区影响不大。本轮降
雨对接下来开展夏种工作有利，预计
10号全省麦收结束。

记 者 从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获 悉 ，今
年 全 省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4291.6 万 亩 ，
较 上 年 增 加 17.5 万 亩 ，机 收 率 预 计
在 98.5%以 上 。 目 前 夏 收 进 度 较 往
年滞后，面对不利的天气形势，小麦
主产区特别是尚未收获地区要引起
高 度 重 视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连 阴 雨 天
气 的 不 利 影 响 ，确 保 丰 收 在 望 成 为
丰收到手。

相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抓紧
与当地气象部门联系，研判具体降雨
情况，根据尚未收获小麦面积、分布、
成熟等情况，制定相关应急预案，抓
住抢收时机，强化机具调度，加强指
导服务，确保抢收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要加强对烘干工作的组织
和投入，立即与各烘干点对接，引导
和支持其 24 小时开机作业，帮助农户
解决粮食收获后烘干难题。

“雨口”夺粮 颗粒归仓
目前全省超七成小麦已收割；夏收进度较往年滞后，成本有所增加

区域亮点

“ 机 收 减 损 技 能 比 武 现 在 开
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11 台大
型联合收割机一字排开，机器轰
鸣，驶向麦田。

6 月 2 日下午，在紧张有序的
小麦抢收期间，固镇县的农机手
们利用修整时间开展机收减损技
能比武活动，以实战比技能，促减
损，在农机手中形成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保障丰收的小麦颗粒
归仓。

固镇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站长王计洋说，通过这样的活动，

使广大机手相互交流，以赛促训，
力争使全县的机收损失率降低到
1%以下。

比 赛 现 场 ，机 手 们 在 裁 判 组
的监督下进行机收作业，行走、收
割、调头等环节一气呵成，展现出
了农机手精湛的技术水平。仅仅
10 多 分 钟 ，40 亩 麦 田 就 收 割 完
毕。裁判组迅速进场捡粒、去杂、
称重。

“ 我 们 在 机 手 作 业 的 区 域 内
选 4 个点 8 个平方，来对他的作业
区域进行采样检测，通过对取样

区籽粒抛洒率，以及机手作业面
积、作业时间、留茬高度等方面的
数据进行分析，综合评定每个机
手的成绩。”固镇县农机技术学校
校长丁波介绍。

本 次 比 武 之 前 ，固 镇 县 农 业
农村局在全县 11 个乡镇进行了预
选，共有 11 名作业能手参加正式
比武活动。通过现场综合评定，
来自石湖乡的农机手石斌最终获
得第一名。

今年固镇县小麦面积 106.7 万
亩。“在午收期间，我们利用机收

减 损 比 武 、现 场 观 摩 、培 训 等 形
式，持续进行小麦机收损失率监
测与作业质量监管，通过减损实
现增产，降耗促进增收。”固镇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王伟介绍，夏收
期间，固镇县共投入大型联合收
割机 4000 余台、打捆机 550 余台、
烘干机 39 台（套），机收率稳定在
98%以上。 （凌义乐）

田间摆擂台 减损促增收

本报讯 今年以来，岳西县来
榜 镇 以 推 进“ 党 建 引 领 、镇 村 同
创”为抓手，突出壮大乡村特色产
业，建设乡村振兴示范镇。

该镇擦亮“安徽省蚕桑第一

镇”品牌，创新蚕桑发展模式，实
现桑与食品、家纺、文化、旅游链
接发展。扶持镇内两家企业探索
科技兴桑新路子，开发系列产品，
推 广 入 股 合 作 、订 单 收 购 等 做

法。2022 年蚕桑资源多元化利用
产值 1000 多万元，带动农户增收
300 多万元，综合利用率达 70%以
上。建成关河智能机械化养蚕工
厂和示范基地，推动桑蚕产业向

规 模 化 、集 约 化 、专 业 化 方 向 发
展，全年能养蚕 500 张种以上，是
传统养蚕效率的 10 多倍。

来榜镇着力打造观光线，建
成蚕桑科普馆和蚕桑主题教育公
园，串联沿途民宿、采摘园等景观
景点，推出亲子研学、蚕事文化教
育体验等特色活动。2022 年共接
待研学团队 10 批次近 1200 人，实
现旅游收入 50余万元。

（储翔 储著勤）

来榜创新蚕桑发展模式

本报讯 当前已进入防汛抗
旱关键期，连日来，来安县水利
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坚持人
防与技防、物防相结合，为安全
度汛、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突出重点，对河、库重点部
位和薄弱环节，绘制险工隐患分
布图、建立整改台账，汛前共完
成河道薄弱堤防退堤加固 2.5 公
里，圩区撇洪沟扩清整治 3.6 公
里。因情施策，完善预案，全县 5
条河流、7 个万亩圩口、114 座中
小型水库等防汛抢险预案均修
订完成。配足物资，投入 1200 万
元，确保发电机、冲锋舟、应急灯
等 5 类 50 多种防汛救灾物资足
额配备。科学调度，采用提、放、
引、调、截等多项举措，充分应对
境内水库、塘坝蓄水不足问题。

（黄俊洁）

来安打好

防汛抗旱主动仗

肥东补贴农户施用配方肥

本报讯“对符合主推配方要求的，每
吨补贴 400元或者每亩补贴 14元。”近日，
肥东县出台配方肥推广补贴政策，对巢湖
流域乡镇推广配方肥进行现金补贴。该
县已制定主要农作物肥料大配方，建成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信 息 平 台 ，遴 选 确 定 20
个肥料企业作为配方肥生产企业。农
户通过手机 APP 即可查询自家田块土
壤养分、肥料配方等信息，再按照配方
向配肥企业定购配方肥，经过农业农村
部门核定，即可申领补贴。目前，12 个
乡镇累计核定小麦、油菜施配方肥面积
29.3 万亩。 （张军）

能仁有序推进夏收夏种

本报讯 截至 6 月 3 日晚，定远县能
仁乡 5.23 万亩小麦已基本收割结束，夏
粮 抢 收 圆 满 收 官 ，预 计 平 均 亩 产 达 到
1100 斤。夏种也已完成 3.2 万亩，占夏种
总面积的 60%以上，预计在 6 月 10 日前
后夏种全部结束。据悉，该乡早在 4 月
份就提前谋划，延续去年的经验，提前联
系黑龙江、辽宁、安徽蚌埠等地农机企
业，保障小麦收割和秸秆打捆、收储。

（郭庆 袁先虎）

石牌做强做优“菜篮子”

本报讯 5 月 28 日，在怀宁县石牌镇
邵段村蔬菜基地，村民们或松土除草，或
施肥培土，或搭架盖膜。近年来，石牌镇
因地制宜发展蔬菜种植，集中优势资源
培育优势企业，重点支持智慧农业芦笋
种植基地项目和瓜果蔬菜大棚种植项
目，做强做优“菜篮子”，全镇蔬菜种植面
积超 2 万亩，每天有大量新鲜蔬菜通过
线上线下销往安庆及合肥、武汉、上海等
城市，日均交易额 30多万元。

（檀志扬 潘庆谊）

宣州大力推进机械强农

本报讯 近年来，宣城市宣州区按照
“建前申报、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原则，
搭建“三中心一基地”农机建设服务平台，
补齐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短板弱项。截
至目前，该区已建粮食烘干中心 47个，育
秧中心 9个，农事服务中心 6个，农机农艺
融合基地 1个，正在建设水稻生产高标准
全程机械化综合示范基地 1 个。截至目
前，今年全区办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655
万元，受益农户436户和组织32个，补贴机
具638台（套）。 （李若清）

6 月 1 日，界首市芦村镇李新寨村，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麦田里收割小麦。该镇 3 万多亩小麦陆
续进入收获期，正在抓紧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穆从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