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吹麦浪起“麦客”再出征
青岛2000多名“麦客”跨区作业收割小麦 农机大户巩合峰一个多月奔波3000公里收入30万元

眼下，河南、安徽等地的小麦迎来了
丰收季，青岛2000多名“麦客”像往年一
样，奔赴这些区域收割小麦。端午节前
后，他们将陆续返回青岛，正好赶上本地
小麦成熟收割。青岛早报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青岛市农机跨区作业已正
式启动，各区市正陆续开展作业活动。
今年，全市共发放跨区作业证1200个，
预计参加“三夏”小麦机收的联合收割机
达2000台，作业面积200多万亩，作业收
入1.2亿元以上。青岛“麦客”出征的过
程中有哪些酸甜苦辣？5月29日，青岛
早报记者千里追访了在安徽阜阳作业的
即墨“麦客”巩合峰，听他讲述这些年“南
征北战”的收麦故事。

青岛“麦客”跨区作业

“半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准备了，一
年就等这几天。现在在外收麦子，等转
一圈回来刚好收自家的麦子。”巩合峰告
诉记者。为了路上通行方便，他提前就
通过市农业农村局为家里的 6 台收割
机、打捆机办理了跨区作业证，有了这个
证，他们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可免费通
行。作业的时候，收割机最怕出现故障，
他和6名农机手彻底检查以后，还买了
不少易损的配件。一旦发生故障，随时
就能替换。“看着出门简单，准备工作很
琐碎”，巩合峰说，最麻烦的就是将收割
机开到卡车上，为了方便收割机开上卡
车，他们还自制了两个钢梯。

“听安徽当地的经纪人说，地里已经
能下车了，所以让我们赶紧过去。”巩合
峰告诉记者，他们跨区收割小麦主要依
靠当地的经纪人。现在经纪人都很专
业，有些人还成立了公司。这些经纪人
跟当地农户签订协议后，就全国各地寻
找“麦客”。不仅如此，“麦客”过去以后，
他们还会帮忙介绍吃饭和住宿的地点。

“跟往年相比，今年收割小麦的时间提前
了5天。我们一行人5月21日到河南南
阳收割了一周后，29日又转战到了安徽
阜阳。目前，阜阳已经进入全面开割小
麦阶段。”巩合峰说。

按照往年的规律，青岛“麦客”一般
5 月下旬就会去河南，然后依次往南推
进，安徽阜阳收尾后，6 月初的时候，就
会返回山东，从临沂一路向北，最后回来
收割本地的小麦，整个过程持续一个多
月的时间。“咱就是干这一行的，哪个地
方哪时候该收麦了，都了如指掌，各个地
区都有熟人。”巩合峰乐呵呵地说，今年
麦子产量和去年差不多，亩产在 900 斤
左右，但是成色很好，颗粒饱满。最近这
两天天气晴朗，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作业，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从早到晚一天割麦14个小时

巩合峰是即墨区移风店镇的农机大
户，每一年的麦收季，都是巩合峰和团队
的“赶场季”，今年亦是如此。在他规划
的“麦收地图”上，自5月21日启程赶往
河南省南阳市，他和团队在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要奔波近3000公里。

收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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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群体，已经有近百年历史。每到麦收
季节，“麦客”们便走出家门为“主家”割
麦，以获得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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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下跨区作业以来，巩合
峰已经征战了 9 年。“现在跨区收割小
麦，也是看天吃饭。”巩合峰说，现在收割
机的工作效率很快，一小时收割10亩地
没问题，遇到天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收割
120亩地，两个农机手轮流休息的话，有
时能收割到200亩，每亩收入80元。一
般情况下，一天收割50亩地能保本，干
到100亩地就能有不错的收入。“小麦收
割季其实很快，一个地方最多也就干个
五六天。我们一般早晨七点多就开始
干，晚上忙到九十点钟。在一个地方干
完后，就要转移到下一个收麦地。”巩合
峰告诉记者。

谈到走南闯北当“麦客”的经历，巩
合峰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2015年，从
事多年养车行业后，他决定转行成为一
名“麦客”，颇具眼光的他看到打捆机的
发展前景，决定购买收割机的同时配备
打捆机。“现在做农业必须有优势，我们
有了打捆机，一下高速就有很多截车的
农户，出价150元一亩，让我们去他家收
割。”巩合峰骄傲地告诉记者，当初他在
电视上看到打捆机后，认为这是未来发
展的趋势，于是费了不少周折，打听了很
多人，最终从河南购入了6台收割机并
配备了打捆机，总共花费 100 多万元。
高投资也为他带来了高回报，麦收季节，

当地许多不带打捆机的收割机有时会闲
着，而巩合峰和团队却有干不完的活。

一个麦收季收入30万元

巩合峰说，他和团队一般一年就收
割小麦这一季最赚钱，他花大价钱购买
的设备，没想到会这么抢手，农户都抢着
交定金，希望他先去自家帮忙收割。为
了让小麦尽快颗粒归仓，工作量大时，巩
合峰带着6名农机手会挑灯夜战，尽量提
高作业面，帮更多的农户将小麦收回家。

今年小麦收割速度明显要比往年
快，主要原因是今年收割机数量多了，而
且全是带打捆机的新设备。“麦客”当中，
来自陕西、山西、东北的年轻夫妻档占很
大比例，这也成为今年行业的新变化。
今年52岁的巩合峰，已经为自己做好了
人生规划，“再努力几年，干到60岁就不
打算干了。”按照每台收割机一个麦收季
收入5万元算，6台收割机就能为他带来
30万元的净收入。

到了秋天，家里的农机设备就出去收
玉米。“咱们虽然从事农机行业，但本身也
是种粮大户。”巩合峰告诉记者，他家今年
种了600亩小麦、100亩土豆，“家里还有
深翻犁、播种机、打药机、灌溉机等大型设
备，既然从事农业，这些种地的设备都得
有，这也是将来农业发展的趋势。”夏天割
小麦，秋天收玉米，翻地、播种……巩合峰
一年到头安排得满满当当。

岛城2000台
收割机跨区作业

农机跨区作业是农机社会化服
务的重要手段。青岛市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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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
底，在用小麦联合收割机保有量
6470 台、玉米联合收获机 4780 台、
大型拖拉机（100 马力以上）11020
台，每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小麦联合
收割机2000台左右、玉米联合收获
机1000台左右、大型拖拉机2000台
左右，跨区作业范围涉及湖北、安
徽、江苏、河南、河北、内蒙古、黑龙
江、新疆等省和自治区，以及省内枣
庄、临沂、日照、潍坊、烟台、威海等
100多个县（市区）。

不眠不休
确保颗粒归仓
记者：去各地收割小麦，食宿

怎么安排？
巩合峰：每到一个城市，都有

在高速路口领车的经纪人或者农
户。到当地农户家里免费吃住，每
顿饭 6 个菜，还给介绍生意，安排
得都很好。

记者：目前全国有多少收割机？
巩合峰：其他地区不好说，河南

南阳算割麦子比较早的地方，全国
的收割机都往那跑，估计在南阳就
有七八千台车。仅即墨，预计就去
了200多台车。

记者：如何确保小麦快速颗粒
归仓？

巩合峰：小麦淋雨后，品质和色
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干这行要时
刻关注天气预报。一旦需要抢收，
收割机需要不停运作以保障抢收进
度，农机手们会牺牲休息时间，不眠
不休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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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客”巩合峰
转战到安徽阜阳。

一台机器一天要收割100多亩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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