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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满囤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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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地 17棵玉米3棵红薯

@河南草莓人,“云”上咱们也有“家”

“中原草莓”号今日起航啦！

□本报记者王侠秦名芳

每当返乡，看到六七十岁的老爷爷、

老奶奶弯着腰，蹒跚在田间耕种，大家不

禁疑问：等到50后、60后农民老了以后，

谁来种地？怎样种地？

6月6日，芒种，滑县181万亩小麦

进入大面积收获期，记者奔赴麦收一线，

去看看谁在种麦？怎样收麦？探寻小麦

丰收背后的智慧密码。

机械化效益高
小麦从头到脚被“吃干榨净”

“瞧，这小伙开着收割机，1小时收

割9亩地，多有技术；看，这些打捆机一

天作业1000亩，速度多快……”

上午，万古镇付庄村，焕永种植农业

专业合作社2000多亩小麦正式机收的

“战场”像太阳一样炽热。合作社理事长

杜焕永指着沸腾的麦田说：“今天开启日

夜不停收获模式，司机两班倒，8台收割

机不间断收麦，12台打捆机打捆，200个

工人拉捆，边收边种，小麦两天收完。”

杜焕永说：“合作社现有农机86台，

种植的小麦、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从种

到收已全部实现机械化。不仅让农民彻

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而且大大增加

了经济效益，小麦长在地里就从头到脚

被‘吃干榨净’了！”

“瞅着没？远处白色‘秸秆球’旁边

站着的秸秆打捆机，它小名叫‘田间行走

的印钞机’。”杜焕永用手指向与蓝天相

连的地边。

“小麦秸秆早被厂家订购，长得俊一

点的秸秆用来青储，每吨秸秆800元，约

占80%；长得孬一点的秸秆，牛不喜欢

吃，被送到发电厂发电，每吨秸秆卖600

元，约占20%。”杜焕永说，“有了农业机

械化，这地里都是钱，以前，堆在地头的

秸秆垃圾，放着，碍事，点了，污染，如今

被打成捆儿，竟成了农民的宝贝蛋儿。”

杜焕永说：“小麦剩下的几厘米麦根

也不浪费，可以秸秆还田，增强地力。”

智能化效率高
卫星指挥无人农机24小时干活

小麦耕、种、管、收100%机械化，解

放了大量人力，真牛；滑县正大无人农场

里没有人，还能日夜不停地收麦，更牛。

“我把自动驾驶触摸屏上的地块儿

长度、收割机割幅宽度设定好，点开始，

它们就自己‘跑’了。”6月6日，中午，老

店镇曹固营村，滑县正大无人农场的金

色麦田里，经过卫星四角定位，90后机

手李佳明把无人驾驶收获机、运粮车一

对儿“铁哥们”领进麦田“吃饭”。

一个收割，一个装粮，机器轰鸣声

中，“哥俩”配合默契地忙碌着，1小时便

“吃”下30亩麦田，几乎没掉“饭粒”。

“驾驶室里，没有人，两辆车还打配

合，收获小麦，真是不可思议！”围观的村

民王俊发啧啧称赞。

原来，“哥俩”身上装了北斗导航设

备，受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指挥”，怎么

“吃”，“吃”多少，卫星说了算。无人农场

1200亩地，一两天就收完了。

正大无人农场农场主李保根告诉记

者：“农场是河南省首个机械无人化试点

农场，采用‘北斗+5G’技术，耕、种、管、

收全程无人化作业，我躺在家里就把千

亩地种了。”

（下转第二版）

粮满囤说丰收

□本报记者王侠

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

村，你能开上“东方红”拖拉机，就已

经站在“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

时代风口。

但进入新时代，新农民不仅要会

种田，更要“慧”种田，能够拿得起数

字工具，驾驭智慧农机。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省委一

号文件连年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

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在政策

引领与规模经营趋势下，越来越多的

农业遥感技术、农业无人机、农机北

斗导航、农业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等智

慧农业技术被研发应用到农业生产

实践中。

过去的传统农机经过动力换挡、

无级变速、无人驾驶的层层迭代，早

已成为耕、种、管、收全程全智能化农

机，实现了从粗放到精确，从机械化

到智能化，从有人到无人生产作业方

式的转变。

滑县在机械化水平达98%以上的

基础上，率先引入正大无人农场，给农

机链接上卫星大脑，为带动全省农业

走向机械化、智慧化、无人化做出了示

范。如今，从滑县到河南，越来越多的

数字技术、智慧农机正在被运用到田

间地头，农民逐步实现由会种田到

“慧”种田。

麦收天气麦收天气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6月9日，记者从

省气象局了解到，当前全省59%测站0~

20cm墒情不足，周口、漯河、信阳等地大部

地区墒情适宜，豫西、豫东大部，豫北、豫中

及豫南局部地区旱情仍持续发展。

6月11日白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傍

晚到夜里，西部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

雨、雷阵雨。6月12日，西部、北部、东南

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

6月13日到14日，北部、东部多云，局部

有阵雨、雷阵雨。

气象专家建议，豫北麦区要趁晴抢收

抢晒，机收作业时注意避开强降水和雷暴

大风时段，确保人员安全。周口、漯河、开

封等地应及时抢墒播种，南阳、平顶山、商

丘等墒情偏差地区应及时造墒播种。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随

着各级粮库抢收，同时储备、

饲料、面粉厂、酒厂等企业也

加入收粮大军，新季小麦价格

整体高位趋稳。6月9日，用

粮企业周口五得利新麦价格

1.55元/斤，较前一日稳定持

平；新乡五得利新麦价格1.57

元/斤，较前一日稳定持平；商

丘五得利新麦价格1.555元/

斤，较前一日降0.5分；遂平五

得利新麦价格1.55元/斤，较

前一日稳定持平；遂平克明面

粉厂新麦价格1.57元/斤，较

前一日稳定持平。

6月9日，中储粮洛阳直

属库收购新季小麦，价格一等

1.55元/斤，二等、三等1.54元/

斤；中储粮新乡直属库、延津

分库开收新麦一等 1.54 元/

斤、二等1.53元/斤、三等1.52

元/斤；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内黄

分库收购新季小麦，收购价

格：1.53元/斤。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6月9日，

记者从省农机技术中心获悉，截至当

天 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 8075 万

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5%，全省

麦收已过九成，当日共投入联合收割

机5.2万台。

新麦行情新麦行情

麦收进度麦收进度

麦收已近尾声

新麦价格
高位趋稳

避开强对流天气 及时抢收播种

会种田
更要“慧”种田

□本报记者孙好闯于涛

在民间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位老

农家里有六块地，到了浇地的时候，他把五

块地都浇完了却始终找不到第六块，生气

的他拿起草帽不准备浇了，结果发现第六

块地被草帽盖住了。

故事照进现实，“草帽田”在泽下村还

真有不少。

6月7日，在林州市五龙镇泽下村的乡

间小道两边，错落着大小不一的几块“草帽

田”。屁股大小的地里长着17棵玉米、3棵

红薯。

“哇！这么小的地都种上了。”记者不

禁发出感叹。

“那当然了，再小的一块地也能长庄稼

啊，要是让它荒着太可惜了。”泽下村村民

刘进喜说。

泽下村三面环山，丘陵地较多，田与田

之间存在落差，“草帽田”就此出现。

今年72岁的任贵平正在自家小块地里

摘豆角，她说：“这地种菜正好能裹住自己家

吃。”

这种“草帽田”在河南都发挥着不小的作

用，不仅在丘陵山地，就连平原地区的地头也

都“见缝插针”地种上庄稼，一点都不浪费。

有农民这种爱惜土地的精神，中国的

粮食安全还会有问题吗？

本报讯（记者魏静敏）给全省草莓

种植户报告个好消息：今日起，想学习

栽培技术、了解行业信息，再也不用费

劲找寻了，由河南日报农村版和河南省

草莓协会联手打造的“中原草莓”号正

式起航！

河南日报农村版是全国第一份面向

农村基层发行的综合性党报，是河南省

委、省政府指导全省“三农”工作的报纸，

以权威性、可读性和贴近性联接城乡、服

务基层，被誉为中原“服务三农第一媒

体”。河南省草莓协会是省民政厅批准成

立的专业行业组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联合省内多家产学研单位

组建，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和行业资源优

势。此次双方强强联合，打造“中原草莓”

号，旨在践行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加

快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广

泛应用，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推广、人员培

训、基地建设、产业协作等，为河南草莓产

业发展提供全产业链支持和保障。

“中原草莓”号以微信公众号为主，

兼有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账号，

集技术、服务、生活于一体，发布内容包

括品种评价、市场行情、前沿信息、草莓

美食、栽培技术、植保知识、产业动态、

品牌塑造等，从草莓品种选择到栽培管

理，从市场销售到品牌打造，全方位为

种植户提供指导服务，解决各地在栽培

管理、产品销售、品牌打造等方面的难

题，促进河南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原草莓”号是河南草莓人的

“云”上家园，敬请扫码关注，让我们携

手同行，共同努力，打响中原草莓品牌。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贺洪强

6月8日，原阳县大宾镇刘江庄村北

的田地里，小麦已收割完毕，近30亩的

秧苗田绿油油一片，生机勃勃。

“再过10多天，秧苗将全部移栽到

大田，到时刘江庄2000多亩地将全部成

为绿色稻米生产基地，群众直接种稻增

收。”刘江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广锋说。

李广锋的底气来自村里成立的原阳

县利众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

陈小利说，4月合作社已拿到绿色食品

的认证证书，种植基地将扩展到5000

亩，稻米的身价倍增。

“刘江庄是原阳大米的原产地，

1991年，就是从刘江庄拉走的米，参加

了在北京举办的‘七五’全国星火计划成

果博览会并获得金奖，从此原阳大米被

誉为中国第一米，名扬天下。”作为刘江

庄的一员，陈小利满脸的自豪。

村党支部副书记屈本海说：“当时

参赛的米就是我给碾的。”

黄河水浇灌、矿物质含量高、优良的

绿色品质再加上稻米文化的加持，刘江

庄的大米成了市场香饽饽，这让陈小利

又有了新想法。

“以前咱的米都是大包装，最小的都

是10斤装，现在要设计成小包装，瞄准

大城市餐桌，紧盯白领的生活习惯，以

200克为标准，每袋能卖6至8元，再次

打响原阳大米的品牌。”陈小利说。

就是当天，李广锋从大宾镇政府抱

回了“‘一村一品’建设先行村”的牌匾，

成了刘江庄坚定走好绿色稻米产业的最

大动力。

“绿色稻米产业已成为刘江庄村的主

导产业，在‘五星’支部创建中，我们结合

各村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扎实推进‘一

村一品’，富民强村，赋能乡村振兴。”原阳

县委常委、大宾镇党委书记王鹏举说。

原阳大米从论斤卖到论克卖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据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6月9日，在渑池县英豪镇姜王庄村小麦收购点，来自周边张村镇桑树坪村的农民李建军将刚收获的小麦拉来销售，当场就领到

了3861元卖粮款。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王旭摄

微信公众号 抖音号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仵树大）6月8

日至9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包联的漯河

市检查指导稳定经济运行工作。

武国定先后深入到微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漯河食品职业学院、双汇工业

园、卫龙食品三期产业园、自嗨锅中部产

业园、中粮粮谷面粉全产业链项目等地，

认真了解企业生产运营、重点项目建设、

惠企政策落实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汇报，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

武国定强调，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

落地见效；要打通流通堵点，畅通产业循

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要精准

服务企业，用好“四保”企业白名单，深入

开展“万人万助万企”活动，切实为企业

排忧解难；要大上快上项目，以“三个一

批”为抓手，谋划实施一批创新引领型重

大项目，厚植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要守

牢安全底线，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锚定经

济发展目标，奋勇争先实现“双过半”，为

稳住全省经济大盘贡献更大力量。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6月7日到8

日，副省长武国定在信阳市开展巡河，检

查指导防汛备汛工作。

武国定先后深入到息县防汛物资储

备库、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

程西石龙一级提灌站和九号险工险段，

光山县文殊乡南王岗二塘梢湾水库等

地，调研在建工程度汛、防汛责任落实等

工作，并主持召开淮河流域防汛调度会，

听取信阳、平顶山、漯河、周口和驻马店

等市防汛备汛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步

工作。

武国定指出，要深刻吸取郑州“7·20”

特大洪涝灾害教训，充分认识今年淮河流

域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要突出抓好小水

库安全度汛、河道防洪保安、南水北调等重

要基础设施安全、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城

市防洪排涝工作；要着力提升防汛应急综

合能力，建立扁平化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

汛责任制，强化预报预警会商研判，提高防

汛抢险保障能力，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

及时准确收集报送信息，全力确保淮河流

域安全度汛。

武国定还前往新县泗店乡余河村、

大畈村和周河乡西河村等地，调研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查找问题短板狠抓工作落实
全力确保淮河流域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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