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下旬以来，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由南向北梯次进入集中收获期。

截至 6 月 2 日 15 时，全国已收获冬小麦面积 7500 多万亩，麦收进度过两成。 其中四川、湖北麦收进入尾声，河南进

度过三成，安徽进度过两成，江苏进度过一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农稳天下安。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 夺取夏粮丰收，保障粮食安全，对于稳预期、提信心、促发展至

关重要。

一路北上，收获的图景铺展在广袤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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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夏粮收获一线观察

主产区迎来夏粮收获

“今年旱碱麦长势挺好，预计亩产量

比去年增加 30 多公斤，是个丰收年。 ”

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李子

札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流转了 4000 多亩

土地，全部种植旱碱麦。

黄骅市地处渤海之滨， 全域耕地以

中度盐碱地为主。“相比传统的大行距

种植，我们进行缩行增密，改为 15 厘米

至 20 厘米的小行距。 ”张志清说。

来之不易的旱碱麦是河北小麦迎

来收获的缩影。 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消

息，目前全省 3377.1 万亩夏收小麦长势

良好、丰收在望。

今年，国家启动了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并把提高单产作为主

攻方向。 在山东省泰安市，通过集成推

广小麦“减垄增地”模式，增加有效种植

面积 10％左右、提升亩产 60 公斤以上。

肥城市沣萤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李元敏，是泰安市最早使用“减垄增地”

模式的种粮大户之一。“原来地里都是

大田垄， 合作社的 370 亩地里有 8％到

10％都没法种。 现在减了垄，配合使用

微喷带，浇地效率能提升三到四倍。 ”

不久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姚家

集街道孟巷村村民孟凡焱的 500 亩油菜

迎来收获。 一辆辆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

梭，采用两段式收割作业模式提升了收

获质量。

“预计平均亩产约 400 斤湿油菜籽，

其中部分高产品种亩产超过 450 斤。 ”孟

凡焱笑着说。

湖北省是长江流域油菜主产区。 近

年来，湖北省大力实施油菜产能提升工

程，一手抓开发冬闲田扩面，一手抓单

产提升，大面积推广示范高产高效油菜

品种，取得明显成效。

夏粮夏油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

季，对确保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其中，作

为重要口粮的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

九成以上。

迎难而上抢夺丰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夏季粮油迎

来收获， 是攻坚克难应对极端天气、病

虫害等多种挑战的结果。

“我们突出抓好小麦安全越冬，组

织春季抗旱生产， 给 50 多万亩小麦浇

灌返青水，并实行‘一喷三防’全覆盖。 ”

湖北省枣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重

波说， 今年枣阳市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147.25 万亩，预计总产可达 56 万吨。

据刘重波介绍， 为调动农户种粮积

极性， 今年以来， 枣阳市已完成 100 万

余亩小麦完全成本保险承保工作，下一

步将对照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压实

乡镇夏播夏种主体责任，采取粮食生产

分区包片督办等措施，确保种满种足。

5 月下旬，北方冬麦区出现大范围

持续降雨天气过程 ，部分地区发生“烂

场雨”，导致局部麦田倒伏或被淹、部分

成熟小麦发芽霉变。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

发紧急通知 ， 要求相关省份科学应对

“烂场雨”天气，抢时抓好小麦抢收和烘

干晾晒。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和中国农

科院小麦产业专家团临时组建了黄淮

南片、北片，长江流域，北部冬麦区等不

同区域应急专家小组，每日调度和指导

当地政府和种植户全力做好科学应对

和抢收。

河南的小麦年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在 8500 万亩

以上。 5 月中下旬开始， 豫南小麦率先

“开镰”，但前期连阴雨天气过程与豫南

小麦成熟期高度重合，导致部分麦田的

麦穗发芽，抢收迫在眉睫。

眼下， 河南豫南小麦迎来大规模机

收。 为克服前期“烂场雨”带来的不利影

响，河南省出台应急抢收、烘干晾晒十

项措施，发挥省里现有 3 万台履带式收

割机和 4660 台烘干设备的作用， 加强

省、市、县联动，精准调度、精准对接。 河

南省财政紧急下拨资金 2 亿元，专项用

于小麦烘干，确保小麦质量。

6 月 3 日至 4 日，河南迎来新一轮

降雨过程。 当前，全省上下正积极落实

各项应对举措，全力以赴“龙口夺粮”。

打好机械化生产关键一仗

“三夏”生产中，农业机械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在湖北， 枣阳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三中队中队长王富锋介绍，自 5 月 15 日

小麦开镰收割以来，全市共组织本地稻

麦联合收割机 7445 台、外来跨区作业收

割机 1400 多台，展开机收大会战，确保

小麦机收率 99％以上。

在鲁北地区，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

桃园街道的农业规模化服务中心，烘干

设备已经完成维修保养 ，准备迎接“三

夏”农忙。

平原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田殿彬

说， 当地将在 6 月 10 日开始大面积机

收，地头上收割的新麦将随着运粮车直

接送往烘干塔进行烘干入库，实现从田

间到粮仓“不落地”，与传统晒粮方式相

比，能减少 4％的损耗。

河北省预计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

割机、拖拉机、夏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

机等 200 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 预计

全省小麦机收作业将在 6 月 7 日左右开

始，23 日前完成机收任务，30 日前完成

夏播计划。

对于近期局部地区出现持续降雨

天气，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赵广才

建议，协调组织各类收割机，要现场调

度指挥做好抢时抢收，充分利用现有的

各类烘干设备，及时烘干，减少损失。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三

夏”生产农时紧、农事重，夏收夏种环环

相扣， 小麦机收必须立足抢字当头，各

级农机部门和在黄淮海地区参加麦收

的 80 万农机手，要共同努力攻坚克难，

一起打赢这场夏收夏种的硬仗。

局地突遭“烂场雨”，如何

做好小麦抢收烘干晾晒？

当前， 全国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

期。 5 月下旬，北方冬麦区出现大范围持

续降雨天气过程 ， 局地出现短时强降

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

发生“烂场雨”，导致局部麦田倒伏或被

淹、部分成熟小麦发芽霉变。

如何抢时抓好小麦抢收和烘干晾

晒？ 下一步要采取哪些举措科学应对？

农业专家给出建议。

当前麦收进展如何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

至 5 月 31 日 17 时， 全国已收获小麦面

积 4300 多万亩，四川、湖北麦收已进入

收尾阶段，安徽麦收进度一成半，河南、

江苏进度过一成。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刘录祥介绍，当前全国小麦从南到北逐

步进入收获期，预计一周后将进入收获

高峰期。 近期河南南部地区降雨持续时

间较长，造成驻马店、南阳、信阳等地小

麦收获延迟。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大林镇一

家名为民鑫粮业的粮食烘干点，机器轰

鸣 ，4 台烘干机开足马力 ，24 小时连续

作业，烘干刚收获、水分较大的小麦。 大

林镇镇长皮运红介绍，全镇有 12.1 万亩

小麦，现已收获三成左右。 目前，已摸排

全镇的收割机需求， 并已调度到位 560

台收割机，分布在全镇 17 个行政村，履

带式收割机已进田作业。“预计再有三

四天时间，能完成全镇收割任务。 ”皮运

红说。

应对雨情抓好一个“抢”字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

农业农村部 5 月 30 日再次部署安

排“三夏”生产工作，对及时抢排田间积

水、科学调度机械抢收、抓好小麦烘干

晾晒、做好发芽霉变小麦处置等四方面

进行了全面部署。

目前，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中

国农科院小麦产业团等组织专家赶赴

麦收一线， 与地方部门共同积极应对。

一方面，抓住有利天气间隙抢收，能收

尽收。 随时关注天气预报，集中力量尽

快组织协调区域内履带式收割机及运

输、仓储等保障措施 ，抓住有利的晴天

窗口期，尽快组织全力抢收。 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烘干仓储设备，能储尽储。 积

极动员有烘干及仓储条件的收储机构、

新型经营主体或种植大户，利用全部烘

干设备，加大收储力度。 快速增建简易

风干仓等有效应急设施， 配套烘干塔，

降低霉变风险。

“当前，要突出一个‘抢’字 ，抢机

收、抢烘干、抢晾晒。 ”农业农村部小麦

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

天财表示 ，一场雨过后 ，小麦成熟期会

集中， 要充分利用农机智能化调度平

台，科学有序精准调度收获机械。

郭天财说， 农技人员要深入一线，

为农民抢收抢种做好技术指导 。 麦收

后，要充分利用当前土壤墒情适宜的有

利时机，种足种好秋收作物 ，努力实现

以秋补夏，确保全年粮食产能稳定。

下一步如何保种稳生产

稳住粮食生产，保种尤为关键。

刘录祥表示， 要优先保障种子田收

获烘干，确保秋播用种。 穗发芽风险区

域优先协调和保障小麦繁种田的收割

和烘干机械，尽最大可能降低对秋播用

种的影响；对已经受“烂场雨”影响导致

穗发芽较重的地区，政府部门尽早与相

近生态区协调种源，确保秋播用种。

“对于种子田， 除了常规的去杂去

劣，保证种子纯度外 ，还要特别注意选

没有穗发芽 、没有霉变的籽粒 ，并及时

晾干，确保种子的发芽率，保证种子质

量，为秋播备好良种。 ”中国农科院作科

所研究员赵广才说。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 10 天夏收

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淮、西北地区东南部

和华北南部等地，整体来看大部地区天

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对小麦及时收获晾

晒较为有利。 但陕西南部在 6 月上旬还

是多降雨天气，小麦成熟地区要注意抓

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

刘录祥等专家建议 ， 在多措并举

降低阴雨天气对夏收影响的同时 ，下

一步应逐步完善 农 业 保 险 及 补 贴 政

策，稳定种粮积极性。 春季小麦价格持

续走低 ，叠加持续降雨不利因素影响 ，

可能影响农户后续生产积极性 。 建议

拓展农业生产险种， 拓宽保险覆盖及

服务范围 ，降低农户生产风险 ，稳定农

户种粮积极性。

（图文均据新华社）

6 月 1 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西阎乡西吕店村的麦田里，农机手操作大

型收割机将小麦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