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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市各县区陆续开镰收割小麦。一台

台忙碌的收割机“踩”着绵延起伏的麦浪，吹响了

丰收的号角，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洋溢着村民致富

奔小康的自豪……西秦大地上的夏收图景让人

欣喜、让人感动、让人振奋。

6 月 8 日，岐山县蒲村镇赵家台村村民周宗

仁家刚刚割完麦子，一旁等候的周德效老人赶忙

去“抢”农机手。他家今年种了 17 亩麦子，长势都

不错，趁着天气割完，他的心才能放下。夏收开始

以来，蒲村镇成立“三夏”规模化机收协调服务组

织，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

作用，全力保障村民对农机的需求，避免耽误农

时。村民们都说，今年的农机多，大家用着顺手，

政府给大家办了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在凤翔区横水镇横水村，来自甘肃武威的农

机手岳全林一边检查自己的打捆机，一边说：“你

们宝鸡这边村民的环保意识强，家家户户排着队

请我去打捆，跑了好几个县区从来没见过一起焚

烧麦茬的事。”岳全林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宝鸡了，

连续好几年的“三夏”，他都会开着农机从扶风一

带干起，一路向西回到老家，一趟下来也能赚不

少钱。他觉得宝鸡人热情好客、很讲诚信，明年他

准备把老家的更多朋友介绍到宝鸡来干活。

“公路晒麦危害多，村里给咱腾出了专门的

晒麦场，安全方便多了……”陈仓区阳平镇联合

村村委会背后的小广场上，67 岁的陈妙红老人

一边晒麦一边说，她家种了 4 亩麦子，3 亩麦子

在收割现场就卖掉了，剩下的一亩麦子留给自家

吃，现在收麦只需到地头给收割机驾驶员指一下

自家的地块，不一会儿，收好的麦子就拉回来晾

晒啦。今年“三夏”期间，联合村为方便群众晒麦，

把村委会周围的广场、停车场、休闲健身区都腾

出来做晒场，村民有了晒麦的“自留地”，当然也

就不在公路上晒麦了，大家还争相宣传，共同平

安度“三夏”。

在眉县、扶风县、陈仓区、金台区、宝鸡高新

区等地，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展开，各级镇政府

协调农机合作社和辖区收割机为农户开展收割

服务，帮助农民抢收小麦，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

同时，积极做好夏播玉米等秋粮作物的播种宣传

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争取主动。

据市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市共检

修保养农机具 8200 多台（件），设立跨区作业接

待服务点 51 个、供油点 106 个、农机维修点 101

个，为“三夏”生产有序开展保驾护航。预计今年

“三夏”共投入农机具 65000

余台（件），其中小麦收割机

9600 余台，外来跨区作业

小麦收割机 3000 余台。

去年秋冬，全市种植小麦

280 万亩，截至今年 6 月 9

日已收割 55 万亩，种植秋

粮 5.9 万亩。凤翔区彪角镇麦田里，打捆机“吃”进麦秸秆，“吐”出大“面包”。

“铁麦客”三夏时节显神威

陈仓区阳平镇联合村村民陈妙红：“政府给咱腾出空场地，晒麦方便了。” 甘肃来宝农机手岳全林在检查农机 在凤翔区横水镇横水村，村民将秸秆运回家做蘑菇基料。

岐山县蒲村镇赵家台村，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村民周德效脸上。

百姓
注关

图 / 文 孙海 黎楠 田艺

202 1  战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