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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种地，农时就
是硬杠杠。6月1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看到，头一天还有一些湿软的小麦，当天
已经晒干。“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
丢”，保障夏粮抢收成为眼下当务之急。
地里的小麦成熟非常快，但是，割小

麦时遇到降雨天气也并不罕见。以前我
们经常会听到抢收的说法，但由于现在
基本上都依赖大型收割机，麦客们每年
的麦收作业都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所
以，这种跨区作业既让农机手有了不错
的收入，也保证了农民能够快速抢粮入
仓。麦客们的作业时间，一分一秒都很宝
贵。
此外，记者在周口采访的过程中了

解到，作为种粮大省，河南不少农户家里
都有三四亩小麦，有一些多点的在七八
亩。除了一些种粮大户，大部分种地的农

户都是老年人居多，村里的年轻劳动力
比较少。即便收成好的时候，每亩小麦的
产量在一千三四百斤，除去种子、化肥、
收割这些费用，一亩地收入也不算太多。
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们而言，卖
粮食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辛苦一年，
收获时间只有这几天，各环节都能团结
协作，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收粮入仓。
据新华社消息，保障夏粮颗粒归

仓，河南省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行
动。截至 5月 31日 17时，河南省已收
获小麦 95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
的11%。
河南南部地区如今的收获情况怎样

了，农机手何时才能忙完去其他站点作
业？6月1日晚，记者继续一路跟随麦客
的脚步，前往驻马店进行探访，后续将会
带来详细报道。

麦客在收割前测量地块尺寸。

农户在自家门前晾晒刚收回来的小麦。

农户在查看刚刚收割的麦子成色。

记者手记

抢收小麦，须分秒必争

田在两三公里外的邻村，那个地方目前
一台收割机也没有，大叔想着下一站赶
紧把迟思鹏拉到那个地方继续干。
邻地的大姐一听，直接要来迟思

鹏的手机二维码，“我们这个地没多少
面积，先把钱转给你。”大姐说，“赶紧
给我们把小麦收了，也就利索了。”
迟思鹏向记者介绍，一般干活的

时候，他们都喜欢干大地块，这样不用
频繁地换场地，工作效率也高。像这样
地块小的，一般会在一个地方挨着干。
如果等到收割机转场，单独剩下一两
家农户，麦客也不愿意过来。
闻讯有人开始收割小麦了，农户

们都怕被落下，赶紧从家里出来，在地
头上排好了队，盼着麦子早点“落袋为
安”。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型收割机在

麦田里欢快地奔跑，收割、装车，一垄
垄小麦快速入仓。迟思鹏说，地块有点
潮湿，作业效率还是会受点影响，“初
步来看的话，一个小时干十亩地没啥
问题。到了明天，地面情况会更好，一
个小时还能多干两三亩。”

>>>反应
小麦到家从容晾晒
卖不上价也不担心
看着收割完的小麦，有农户抓起

一把麦粒查看起来。“总体上还不算太
差。”一位大姐说，5月底连续下了四五
天雨，谁也没想到麦穗就发芽了。好在
这两天连续高温，小麦已经晒干了，他
们拉回家以后不需要晾晒太久，就可
以直接送到粮站。
当地农户介绍，他们村里一般每

家四五亩地，常年一亩地能产一千三
四百斤麦子。自家留下一两千斤就够
吃了，剩下的基本上都卖了。
“今年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到一些
影响。而且，小麦发芽以后，收购价相
对要低一些。现在粮站还没有正式开
始收购，具体价格还要等等看。”有农
户说道。
前段时间的降雨把地浇透了，收

割机下去以后，在麦田里会轧出很深
的车辙。小麦收获以后，过几天农户们
还需要种玉米。如果地轧得比较严重，
会影响玉米的生长。“现在也管不了那
么多了，先把小麦收回来再说。”农户
李大叔说，虽然减产，小麦还能收入几
百元，“这些小麦有不少已经发过芽
了，如果再次下雨发芽，损失会更大。
正好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稍微晾晒
就能放得住，即使卖不了，放在家里也
没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农户们利用三

轮电动车或者小货车，一趟趟将收好
的小麦运回家里。有些农户直接将麦
子晾晒在自家院里或者门前。
“这下不用慌了，再下雨也不怕
了。”正在自家门前晾晒小麦的一位大
姨说，“粮食在地里肯定担心啊，现在
收获不论多少吧，好歹没白费工夫。”

>>>进度
一小时收割十亩地
青岛麦客挑灯夜战
当地农户们反映，今年“南来”的

小麦收割机要少了很多。往年这个时
候，在南阳、驻马店干活的收割机已经
开始一批一批地往这赶了。
今年因为受降雨的影响，现在那

些地方也在收小麦，“原本两个地区的
小麦收获时间差了10天左右，今年大
家都挤在一块了，就导致过来的农机
手减少了。”
现在，在双楼乡这一片区域干活

的跨区麦客只有迟思鹏，就两台收割
机，“往年最少七八台”。当地政府部门
还有经纪人都在联系跨区收割的作业
手，但是各个地方都很缺。眼瞅着周末
可能又要下雨，他们急切地希望有空
闲农机手能尽快赶到村里来，帮助当
地收割。
不过，当地农户更希望青岛的麦

客能够辛苦一点，连夜收割。“我们也
是早就憋了一肚子劲，早就想大干一
场了。”迟思鹏如此回应。
迟思鹏介绍，他在这个地方收割

一亩地是60元，但是还要付给经纪人
10元。加上一天的油费、司机的工钱以
及车辆的损耗等，一天收割50亩地就
能保本，“剩下的，每多忙活出一亩地
都是纯收入。”
“初步估算的话，一个小时能忙活
10亩地。晚上肯定得加班，两个人轮流
作业的话，干十七八个小时没问题。这
样算下来，一天能挣个七八千。”迟思
鹏说道，不过眼看着又要下雨，在这个
地方只能干两三天，他们就要转移到
其他地方。
“我们这两天就得加紧干，时间就
是金钱。”迟思鹏说，他们的情况还算
比较好的，今年提前打听好了时间，先
来到周口这个地方，等了一天就开始
作业。前期有些同行的收割机去其他
地方，刚干了一段时间就开始下雨，也
是这两天才开始正儿八经干。
小麦的收获季节不等人，跨区麦

客们一年就指望这20多天。随着安徽、
山东等地的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他
们得尽快赶往下一个作业点，踩准农
时，才能有一个好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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