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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16日启程，农机手王现礼将带领团队一个月奔波约三千公里，到湖北、河南等地开展麦收作业

追着丰收跑，青岛“麦客”赶场麦收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青岛“麦客军团”
跨区作业出征

■今年将组织2000多台小麦
联合收割机开展跨区机收作业

■预计完成作业面积200多万亩，
增加农机手收入1亿多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通讯员 张 杰

本报5月25日讯 又是一年麦收时。25日
上午，青岛市“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出征仪式在
平度市明村镇举行。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5 月 18 日，农业农
村部召开全国“三夏”小麦跨区机收暨机械化生
产工作部署会，强调要高质量推进“三夏”小麦
跨区机收和机械化生产，全力确保夏粮丰收到
手，坚决打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出征仪式现场，一排排现代化联合收割机
组成的队伍整齐排列，整装待发。农机跨区作
业队队长代表就跨区作业服务保障作了表态发
言，为出征的农机跨区作业队授旗。随着现场
6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赶赴河
南南阳市等地，青岛市“三夏”农机跨区作业正
式拉开序幕。

今年，青岛市将组织 2000多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省和省内枣庄、
临沂、日照、潍坊、烟台、威海等市的 60 多个县

（市、区），开展跨区机收小麦作业，预计完成作业
面积200多万亩，增加农机手收入1亿多元。

农机跨区作业是农机社会化服务走向市场
的重要举措，有效推进了“三夏”“三秋”农业生
产进度，保证了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适时
收获和播种，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保障。

“农机跨区作业，让农机手农忙有活干、农
闲不断档，既有效提高了农机利用率、增加了农
机手收入，又有效解决了其他地区小麦收获机
械不足的困难，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装备支
撑。”出征仪式现场，跨区作业农机手杨兴涛告
诉记者。

据悉，我市从上世纪末在全国率先组织开
展“三夏”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随着跨区
作业的不断发展，逐步延伸到“三夏”秸秆打捆、
玉米机播和“三秋”玉米机收、秸秆还田、农机深
松（深翻）、小麦机播等。截至去年底，青岛市小
麦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达到 8789台、玉米联合收
获机7716台、大型拖拉机11010台，每年参加跨
区作业的小麦联合收割机约 2000台、玉米联合
收获机约1000台、大型拖拉机约2000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通讯员 张 杰

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为抓好“三夏”农机化生产，全市农业农村部
门以推进小麦机收、玉米机播为重点，加强领导，
周密安排，尽心组织打好“三夏”机械化生产这关
键一仗，为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三夏”生产作业任
务提供坚实机械化支撑。

锚定农机这一根本，确保“三夏”生产“有好
机用”。

青岛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力度，对
“三夏”生产所需大型复式高端智能农业机械实
行优机优补，加快补贴办理力度，保障其尽快投
入使用。截至目前，全市已为“三夏”生产所需
3000 多台套各类农机具办理补贴，补贴资金近
5000万元。保证跨区作业顺利开展，全市农业农
村部门积极推广往年“三夏”生产典型经验，依托
100多个农机维修点、700多个农机合作社，组织农
机技术骨干进村入户，动员指导对作业机具全面
检修、调试和保养，全市检修农机具16万台（套）以
上，检修小麦联合收割机7000多台。同时，让安全
生产意识深入人心，举办“农机3·15”消费者权益
日活动，宣传农机质量监管、农机安全生产等政策
知识。督促农机生产、销售和维修企业提早备足
机具和易损配件，积极开展送修送件到田服务，确
保农机具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作业。

锚定技术这一关键，练好金刚钻、揽就瓷器活。
强化农机实用人才培育，开展线上线下多样

化培训，开拓农机技能赛训结合新模式，示范带
动农机化技能全面提升，广泛开展“传帮带”科技
服务，将农机驾驶员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范
围，重点对农机手开展驾驶操作和安全生产知识
培训，全市培训农机手1万多人，全面提升农机手
综合素质。通过广泛开展植保无人机大赛、机收
减损大比武等活动，以赛促训、以赛提技，提升农
机手作业质量、作业效率和作业水平，确保农机
手“作业好、效率高”。

同时，树牢减损就是增产意识。狠抓粮食机
收减损，广泛组织开展大宣传、大培训、大比武活
动，提升农机手减损技能和作业水平，推动机
收作业精细高效、提质减损，全市小麦机收损
失率预计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挽回小麦损失1.3
万吨以上。

锚定服务这一保障，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
务质效，农机服务更加及时周到。

据介绍，今年3月份，青岛便提早为农机手发
放了农业农村部统一印发的《联合收割机跨区作
业证》，确保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
割机车辆在全国范围内免交车辆通行费。农机
手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跨区作业证上的二维码，随
时了解全国农机服务机构、跨区作业动态、机收
减损操作要点、当地天气预报等信息，方便农机
手“找活干、干好活”。

加强各项信息调度发布。建立直接沟通协
作机制，落实农机加油专享优惠，及时发布机具供
需、收种时间、作业进度、气象变化等信息。做实做
细农机作业服务供需对接，科学研判“三秋”期间机
具本地跨出和引进数量，促进供需平衡。畅通农机
保障服务，设立跨区作业服务站19个，加强“三夏”
24小时应急值守热线，方便群众和农机手反映机
械化生产情况，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加快推进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建
设。及早备案形成服务队名录，落实应急作业机
具人员和支持措施，全市建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 48支。密切跟踪调度辖域内农机化生产作业
进度和机具动向，结合天气情况积极研判机具供
给情况，确保关键时候冲得上去、管得了用，充分
发挥应急作业服务队潜力。

青岛通过加大农机补贴力度、
强化人才培育、提升服务质效等——

为“三夏”生产作业
提供坚实机械化支撑5 月 24 日早上 8 点，因为前一天的一场急雨，河

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上刘家村的农田有些松软，机械作
业容易“陷地”。这让连日来奔波在麦收季的王现礼，
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休息一阵还行，要是连天的不干活，那可就亏
喽。”王现礼边检修收割机边念叨。

王现礼是平度市蓼兰镇堡上村人，亦是青岛鹏森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在农机方面，他是周边公认的行
家里手。

每一年的麦收季，都是王现礼和团队的“赶场”
季，今年亦是如此。

在他规划的“麦收地图”上，自5月16日启程赶往
湖北省荆州市，他带领团队以近一个月时间奔波约三
千公里的行程，开展麦收服务。

麦收、机械、赶场，这些词共同组成了一个群
体——“麦客”。

“麦客”最早是我国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
地特有的现象，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历史。每到麦收季
节，“麦客”们便走出家门，为“主家”割麦获得报酬。

之后，随着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跨区收割机手
成为现代“麦客”，在全国各地间奔走，为有需求的农
户收获小麦，成为“追着丰收跑”的职业人。

自1999年开着背负式联合收割机外出跨区作业
以来，王现礼已经“走”了 24年。这是一种独特的职
业体验——既是一次次天南海北行走的豪气与洒脱，
亦伴随着最现实的交易和劳作。

收 获

麦熟一晌，蚕老一时。
割麦要抢时间。等到上午 10 点，王现礼和同伴

便抓紧时间开始了下地作业。由于土壤依然湿润，又
是第一次在此耕作，大家的操作更细致了些，下午4点，
终于完成了50多亩地麦子的收割。

唐河县是王现礼团队今年新开拓的业务“领地”，
对待这片新市场，团队很是细心。据王现礼介绍，这
是通过同行推荐，联系到当地的种植大户，才争取到
的合作机会，团队也因此有了一笔新增收入。

“麦客”虽说自由，但根子上是个“活”，讲究的是
交易，自有“评价体系”。

这些年，随着全国各地联合收割机数量的增多，
跨区作业市场近乎饱和，要取得作业订单，更重要的
是机手的技术水平和机具性能。

“以前跨区作业都是跑得快、干得多，现在客户都
重视减损，毕竟减损就是增收。除此之外，还会提出
自己的个性化要求，比如接下来这块地想要种芝麻，
所以麦茬要割得越低越好。”这些都要靠技术水平，但
难不倒王现礼——他是2021年山东省玉米机收减损
大比武的第一名，是“山东省粮食机收减损之星”。“跨
区作业遇到的情况多，每一个能想到的事情都得有个
处理办法。虽然是老机手，也得学会解决新问题。”王
现礼说。

因为“活干得好”，王现礼团队取得了业内认可，早
在麦收季开始前，便接到不少预订电话，进入“订单作
业”时间：5月18日到22日在湖北，23日进入河南省，首
先到南阳，26日到达周口；6月初到驻马店，5日左右到
达山东聊城，此后一路向东，12日前后返回平度。

对于王现礼来说，今年是值得高兴的一年，他的“市
场”首次由河南省开拓至湖北省。于是，他5月中旬就
出发到达湖北省荆州市，比之前早一周开始“赶场”。

此前，受疫情影响，王现礼的跨区作业工作放
缓。今年，王现礼收到的订单比往年增加了很多，这
是市场重新“打开”的机遇，但如果没有过硬的技能，
也很难抓住这波“红利”。

除了农机手的技术，机具也是吸引客户的关键。
现如今，外出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喂入量越来越
大，动力越来越足，成为这些年来跨区作业的新特
点。今年，王现礼专门购置了一款 200 马力、喂入量
100 型的纵轴流联合收割机。“新的联合收割机马力
大，收割质量更高，机器故障少，在比较大的地块，一
天作业面积能够达到300多亩。”谈起新机具，王现礼
滔滔不绝。

自 1996 年开始购买联合收割机以来，王现礼已
经更换了六次机具，平均四年多更换一次。“现在机具
更新更快，老百姓都喜欢用脱粒又快又干净的设备，
原来的收割机出来作业已经找不到活了。”王现礼
说。新的联合收割机提高了作业质量和效率，也加快
了增收步伐。王现礼算了一笔“经济账”：新机具第一
年作业不用维修，几乎没有费用。第二年简单整理即
可使用，费用极低。且纵轴流的联合收割机更换割台
便可收获玉米，夏秋两季作业，不出两年时间就能“回
本”，此后都是纯收入了。

在路上

完成了上刘家村的作业，王现礼和团队匆匆启
程，奔赴周口。

早上不到 7 点就要上工，一天的时间都在车上，
到晚上八九点才能休息……忙起来是真忙，往往是离
家一个多月，王现礼和妻子连电话都打不了一次。

在一些作业“市场”相对完善的区域，有专门的
“领车户”，身份与中介相似——帮跨区作业的团队联
系活、同时为团队提供方便午饭，按照约定提取一定
的“中介费用”。

但要想找到新客户，就要去到“市场”不太完善的
区域，这里没有“领车户”，找雇主、吃饭等事项全靠自
己张罗，很多时候连午饭也顾不上吃。

目前，王现礼的客户大多在河南省，这里的人口
多、“散户”多，每家的地不大，对操作技术有了更精细
的要求。“开 100 多米就到地头了，马上回方向，手脚
光忙活了，下了车浑身疼。”

与此同时，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以前自
己开着收割机前往作业地，一路颠簸到“浑身散架”，
如今都有了拖车“行走高速”。以前睡在车上的“麦
客”，如今带上了旅行帐篷，解决了睡觉这个大问题。

在七年前，王现礼的妻子每年跟着他跨区作业，
半是为了互相照应，半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每到一
处干活前先要量地，以确定面积和钱数，这是交易中
极为重要的环节。

早时用米尺量地，王现礼的妻子要拿着总长只有
50 米的米尺在地里来回跑。后来，喜欢钻研机械和
新仪器的王现礼，首先解决掉了量地这个辛苦活——
2016 年，他买上了激光测距仪，“站着不动就能测出
去一千多米，我是行业里最早用这个‘高级货’的”，王
现礼话语间颇有些得意。

再后来，车上有了北斗导航定位仪，一趟作业下
来，数字同步显示。设备的智能，大大降低了跨区作
业的辛苦程度，让“麦客”这一古老的职业在当代愈发
游刃有余。

连续 20 多年的跨区作业，王现礼的“腰包”也鼓
了起来。刚开始外出作业时，每年夏收能收入2万多
元，后来达到 4万多元、6万多元。今年，他预计作业
面积突破 2500 亩，纯收入将突破 7 万元。而且，从
2018 年开始，王现礼的秋收路线图进一步延长，到
2022年外出秋收玉米面积已接近2000亩。这样算下
来，两季跨区作业总面积达到4000多亩，每年可纯收
近13万元。

这 20多年，也是王现礼与作业地共同收获的 20
多年。

刚开始在河南开展机收作业时，当地的情况让他
印象深刻。王现礼至今记得，那时农户们为他们准备
的午饭，是盛放在红色塑料桶里的面条，配菜就是蒜
瓣，实在抵不住食物的单调，他和同伴把小卖部里仅
有的十几根肠都买走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些地方发生了日新月
异的变化，他也得以第一时间见证——市场的发展与
繁荣让当地农民有了更多的外出就业机会，通过外出
打拼，再回家乡时，已有能力改善生活。如今，家家户
户都盖起了二三层小楼，视野愈发开阔，生活质量越
来越高。

跨区作业 20 多年，王现礼已是青岛跨区作业中
的“元老级”人物。现如今，48 岁的王现礼也有“退
休”打算：“再干两三年，我就回家种地，让机具为自己
的地忙活。”

■出征仪式后，青岛6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
机、大马力拖拉机等赶赴外地作业。 赵健鹏 摄

■正在河南省
南阳市唐河县上刘
家村开展麦收作业
的王现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