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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取得了丰收，夏种又悄然开
始，“三夏”工作承前启后，农民能不能
增收？农业能不能增产？都需要再为三
夏做好服务工作——

6月初，在北新镇富民村，金灿灿的
麦穗一眼望不到边，农民正在田间收获
小麦，几台农机在收割完的麦田内进行
翻耕。“今年小麦丰收了，我们要抓紧让
粮食颗粒归仓。”富民村党总支书记李红
俭说，他们与种田大户签订了责任状，虽
然小麦获得丰收，但小麦收割完后要立
即翻耕，避免焚烧小麦秸秆。

市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市
75万多亩夏熟作物喜获丰收，全市粮油
总产量达15.56万吨，比上年增产6600
吨。今年，全市夏熟作物种植面积75万
亩。三麦总产量为5.9328万吨，比去年增
产1.949万吨，蚕豆总产量2.7818万吨，
比去年略有减少，油菜总产量6.8514万
吨，其中小麦增产明显。

农技推广助增产

据我市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的小麦、油菜、蚕豆收获期比去年早
了一个星期左右，比常年也偏早，主要
原因是去年冬季气温偏高，冬后气温回
升较快，有效积温增加，造成夏熟作物
生育进程加快，提早成熟。今年油菜减
产，原因一是生育进程加快，籽粒灌浆
不足，千粒重降低，加上油菜菌核病偏
重发生，也造成油菜成熟偏早，籽粒变
细，产量降低。蚕豆减产原因主要是4
月份出现暴雨，积水严重，根系出现缺
氧，加上今年蚕豆霜霉病和赤斑病为害
较重，造成蚕豆部分倒伏，蚕豆减产较
多，达10%以上。小麦由于“一喷三防”的
带动，加上种植大户（小麦以大户种植为
主）防病意识较好，有效地控制了小麦赤
霉病等病害的为害，所以小麦产量比去
年略增。

今年夏熟作物增产主要得益于全市
相关涉农部门的技术服务和指导。今春
以来，市农委大力宣传春季防冻固肥知
识，组织农技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头会
诊，积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为减轻菌
核病对油菜收成的影响，市农委广泛深

入地宣传菌核病治理技术，并组织专业
人员下乡入村进行技术指导，有效地控
制了菌核病的蔓延。

农机服务保丰收

6月12日，市农机局在启隆乡召开
“2014年启东市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玉米
机播现场会”，向农户现场展示小麦机
收、秸秆切碎还田、机械化撒肥、玉米机
播、机植保等一系列的机械操作技术。受
到农户的一致欢迎。

随着“三夏”农忙季节的到来，我市农
机部门积极抓好农机服务，强化工作举
措，确保夏收作物颗粒归仓。据市农机局
农机科科长蔡松平告诉记者，今年全市三
麦种植面积14.54万亩，收获期间，市农
机局工作人员走访镇乡，鼓励农机合作
社、农机大户加大机械投入力度，全市先
后投入236台联合收割机作业，加上跨
区来启作业的60多台联合收割机，共有
300台联合收割机参与三夏收割作业。

为此，市农机局全力作好服务保障，
确保农机收割作业顺畅有序。开通农机
调度服务热线，为农机手提供信息服务，
针对农机手和农户的请求，及时有效地
调度农机开展作业，保障农机手不因信
息不对称而盲目作业，同时也确保了农
户三麦能够及时颗粒归仓。农机部门还
要求农机销售部门要保证农机配件供
应，及时为农机提供维修保送服务。组织
技术人员会同各镇乡农机站人员，对投
入“三夏”作业的各种机械的维修保养进
行指导，手续齐全、检验合格的联合收割
机，主动作好上牌和补上牌工作，对无牌
作业的农机进行规范作业，发放跨区作
业证。农忙期间，市农机局还成立2个工
作小组和农机维修服务队，随叫随到，及
时协调解决农机收割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确保收割工作顺利进行。

针对今年秸秆禁烧的严峻形势，农
机部门以高标准、高要求，主动做好秸秆
还田服务保障。全市200多台秸秆还田

农机进行统一编号，确保调度管理全覆
盖。为鼓励秸秆还田农机手积极性，农机
部门对每个农机手以每亩20元的标准
进行补贴，同时在购买秸秆还田农机方
面也给予空前力度的优惠措施，在中央
和省级对农机补贴的基础上，我市对农
户自筹部门再给予50%的补贴。蔡松平
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个秸秆还田农机
在 7500 元左右，中央和省级补贴在
1700元到1800元左右，剩下的5000多
元需要农户自筹资金，我市再补贴一半
的话，就是说农户只需要自己拿出2000
多元就可以买到一台秸秆还田农机，补
贴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下种，农机部
门也已经调度了181台中型拖拉机，紧
锣密鼓地为机械化播种做好各项服务工
作，目前黄豆等播种已完成一半，相关负
责人预测在接一周内将完成播种工作。

惠农政策助增收

夏粮增产的另一大原因是支农政策
的有力实施。今年，我市粮食直补标准为
20元/亩；农资综合补贴为 103.4 元∕
亩，比去年增加21.9元∕亩，这两项补贴
全市共计发放9934.43万元，比去年增
加2000多万元，从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

夏粮增产了，收购价格会不会下跌？
据市粮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国家提
高粮油最低收购保护价，我市夏熟作物收
购价格普遍提高，采取依据质量高低定价
格的办法收购粮油。今年油菜收购价格为
2.53元/斤，与去年基本持平；小麦收购价
格为1.18元/斤，相较于去年的每斤1.12
元，每斤上涨6分钱。粮食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虽然油菜受到菌核病的影响而减
产，但由于今年三夏期间雨量较少，油菜
籽饱满质高，价格会保持平稳态势，有利
于油菜的出售，农民油菜收入与去年基
本持平。因此，从总体来看，今年我市农
民在夏熟作物这一块，既增产又增收。

热火朝天的夏收即将进入尾声，
轰轰烈烈的夏种又全面铺开，现在正
是“三夏”的关键时期。有道是“农
业稳则天下安”，关注“三夏”，服务

“三夏”，确保夏熟丰产丰收，为全年
农业丰收打下基础，不仅是农业部
门、农村干部群众的事，也是全市上
下共同的责任。

“三夏”工作承前启后，搞好
“三夏”工作，对于确保夏粮丰收成
果到手，夯实秋粮丰产基础，完成全
年粮食生产总量任务，推进现代都市
农业发展，促进种粮农民增产增收都
具有重要意义。做好“三夏”工作，
需要社会合力，多措并举。

服务“三夏”，知情是前提。“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关部门应
当主动深入三夏第一线，多一些走村
入户，深入了解农民的需求，拿出具
体措施。要积极做好对农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村经营大户的服务，真

正把支持“三夏”工作做深、做细、
做实。

服务“三夏”，资金是保障。要
确保涉农信贷足额到位，金融单位应
以产品创新为突破口，以新业务推广
为依托，不断加大资金市场拓展力
度，提升服务质量，为支持三夏提供
雄厚的资金保障。

服务“三夏”，行动是关键。干
部党员应当始终牢记“服务”宗旨，
认真履行职责，增强服务能力。通过
转变观念谋服务，改进作风抓服务，
紧贴需求做服务，完善功能强服务，
奖惩激励促服务，着力开辟服务三夏
的“绿色通道”，精简流程，简化手
续，全面提高支农服务的能力水平。

“三夏”是全年农业生产承上启
下的关键，事关农业和农村工作全
局。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
年，抢抓农时，时不我待，打胜“三
夏”之仗，必将福泽全市百姓。

服务“三夏”要实打实
◇李净

6月18日下午，在南阳镇光明村一块
田地里，小麦收获后留下一排排整齐的麦
茬，种田大户潘广时正开着一辆齐人高的
拖拉机在地里播种。“今年小麦大丰收，现
在开始种开心豆，争取获得更大的丰收。”
潘广时高兴地说。

说潘广时是“种田大王”一点也不为
过，今年潘广时承包了一千多亩地，比去年
翻了一番。刚刚过去的夏收时节，地里种的
小麦就收获了近90万斤，实现收益90余万
元，效益非常可观。“现在种地政策好，机械
化程度也高，从播种到收割全部一条龙机
器作业，省时又省力。”潘广时笑道，前一段
时间刚刚又添置了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加
上政府的惠农补贴，原价十来万的农机，自
己只掏了四万多元就可以把车开回家。现

在合作社里已经拥有4台大马力拖拉机，2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和数套其他小型农机，
各项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然而，15年前，刚刚从连云港来到启东
时，潘广时却是从承包十几亩荒地开始，事
事需要亲力亲为，播种需要人工，收割需要
人工，非常辛苦。而且经常还要看天吃饭，
遇到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又要损失惨重。
种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潘广时告诉记者，
去年秋季因为遇到暴雨洪涝，地里种植的
350亩黄豆全部绝收，损失15万余元。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潘广时并没有被
挫折和困难吓倒，他认准了农业发展的潜
力，更认准启东紧靠上海，发展都市农业的
前景。“现在我们地里种植的西瓜，小豌豆
都通过崇启大桥销往上海等大城市，再过

二十来天，我们的西瓜就将出现在上海市
民的餐桌上。”潘广时信心满满地说，目前
正计划近期将承包土地面积扩大到两三千
亩，远期扩大到5000亩左右，同时引进四
台大型烘干机，每天可以烘干小麦、玉米等
粮食作物近50吨，既有利于存储收获和粮
食，也有利于待时而沽，卖个好价钱。

“现在我已经考察了一些生态农庄的
运营模式，待时机成熟时，我打算也发展生
态农庄，真正实现向都市农业转型”，潘广
时雄心勃勃地说，现在毛豆生产已经实现
了粗加工，要向都市农业转型，未来也会建
立蔬菜大棚，向市场四季供应蔬菜，同时向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方向迈进，“到那时，我
这个种田大王才真正实现向都市农业大王
的转变。”潘广时边播种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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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在南阳镇光明村，种田大户潘广时正在地里播种开心豆，这
也标志着一个夏种的开始。

科技种田 越种越甜

潘广时搭档李辉展示即将播种的开心豆潘广时搭档李辉展示即将播种的开心豆。。

正在播种
用好种
待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