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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54岁
身份：青岛宏伟海波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莱西
市夏格庄镇葛家村农民

跨区作业强度高、
工作环境差，虽然很辛苦，
但也要努力干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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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这个“麦客”，真中！
莱西的葛海波帮河南困难农民免费收麦
幕后暖心的“双向奔赴”引来网友纷纷点赞

延伸
子承父业

走上“麦客”路
对于“麦客”来说，一般一年就

收割小麦这一季最赚钱，每年，他
们一下高速，就有不少当地村民在
路边等候。进场作业后，村民们在
地头上排起“长龙”更是家常便
饭。有些村民甚至直接先交上钱，
生怕自家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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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的父子档、夫妻档占很大比
例，这也成为今年行业的新变化。
如今，葛海波24岁的儿子子承父
业，已经跟随他走南闯北两三年
了。“儿子读书时利用假期出来，去
年大学毕业后，全职当起了‘麦
客’。”有了儿子的助力，葛海波为
自己做好了人生规划，“再努力几
年，干到60岁就不打算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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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海
波告诉记者，他家今年种了130亩
小麦，“家里还有深翻犁、播种机、
播种车、打药机、小型灌溉机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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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海波一年到头安
排得满满当当。依靠农耕设备，他
一年收入三四十万元。

免费帮困难农民收小麦

“当时，我们给一户村民收割完麦子，老人要把费用给
我，我知道他家里比较困难，就不打算收他的费用。”葛海波
说，5月31日他带着团队在郝老行政村作业，在帮老人割麦
时，他得知老人家庭十分困难，当即决定不收取费用。

“干了24年，和很多当地的村民都非常熟悉了，他们
对我们非常热情。”葛海波打开了话匣子，“将心比心，村民
有难处，能帮的我们义不容辞！”对于不收取费用一事，他
反复说，“只是举手之劳，不值一提，换别人也会这样做。”

葛海波介绍，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今年的夏粮
已经由南向北陆续开镰。眼下，河南、安徽等地的小麦迎
来了丰收季。作为青岛2000多名“麦客”中的一员，5月
26日，他带着十几名合作社成员从莱西出发，奔赴河南
周口收割小麦。经过几天的辛勤劳作，6月1日下午，在
当地经纪人的“催促”下，队伍又赶到了商丘。

“商丘这边说，地里已经能下车了，所以让我们赶紧
过来。”葛海波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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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到河南周口收割了5
天后，6月1日又马不停蹄地转战到了商丘。目前，商丘
已经进入全面收割小麦阶段。”葛海波说，端午节前后，他
们将返回青岛，正好赶上本地小麦成熟收割。

和当地农民成了好朋友

6月2日中午，54岁的葛海波蹲在地头匆忙吃了一碗
河南捞面。吃完饭，他喝了几口水，就又指挥着大伙儿开
始忙碌了。当农机“麦客”的24个年头里，他的足迹遍布
湖北、河南、江苏、山东等地。谈及对河南的印象，他翘起
大拇指点赞：“河南人特别热情、朴实，我喜欢到河南跨区
作业，和很多地方的乡亲们都成了老朋友，每年不见上一
面，想得慌。”

这天下午，负责联系他们的经纪人说，周边的几个村
都给他打来电话，让他帮忙寻找收割机。青岛的“麦客”，
在当地村民们看来都是“金疙瘩”。葛海波说，每年5月
他都会出发跨省收割小麦，一干便是24年。随着小麦逐
渐进入收获期，今年，他作为跨区收割小麦作业的领队，
带着莱西夏格庄镇的10余名农机手和5台收割机一起出
发，于5月27日到达周口进行收割小麦作业。

谈到这些年“南征北战”的收麦故事，葛海波有一肚
子话要说。“当地村民对我们很热情，有一年，我们来晚了
几天，当地村民仍然坚持把地留给我们收割，当时周边的

村庄已经割了一大半了，这个村连一棵麦子都没动，让我
非常感动。”说起当时的点滴，葛海波有些动容。

“记得那是周口市大陈庄，因为每年都去给他们割麦，
和农民已经形成了默契。河南省南部的南阳、信阳等区域
小麦成熟时间较早，周口等地区要晚10天左右，通常都作
为第二站。2022年，我带着大伙儿在信阳割麦，由于进度
推迟了几天，大陈庄的村支书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
原来，在成立合作社之前，葛海波就每年都到当地割麦，与
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对他很是信任，宁可
晚收也要等着他。“其实咱的价格和别人差不多，主要是和
农民关系处得好，每年他们都抢着让咱到家里吃住。”葛海
波自豪地说。

收割费用多年不涨价

感情都是相互的，村民们的热情也深深打动着葛海
波。作为回报，多年来他的收割费用几乎没怎么涨。“这
些年来，由于油价、人工费上涨，收割成本整体持续上涨，
有不少农机手都涨价了。”葛海波说，“当年河南小麦成熟
期遇上连阴雨，村民夏收面临很多困难，我明白村民的难
处，最终不但没涨价，每亩还少收了10块钱。”

“今年把麦子成熟较早的周口作为第一站，目前已经
来到商丘作业。”葛海波告诉记者，今年因为降雨，河南地
区的小麦收割季有点集中，北归的“麦客”数量比往年要
少。除了遇到下雨天等不能作业外，他们基本每天早上
不到5点就起床，检查完收割机后就去吃早饭，7点左右
开着收割机到地里等待作业，中午简单吃两口饭再接着
干，一直工作到半夜12点，每台收割机一天下来能收割
100亩左右。

“跨区作业强度高、工作环境差，虽然很辛苦，但也要
努力干好它。”葛海波说，接下来1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
们还将跨越几百公里，在商丘收割结束后，转战到临沂，
临沂结束后，才能回莱西收割本地小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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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颗粒入仓，青岛的

“麦客”军团们挑灯夜战，尽量提高作业面，帮更多的农户
将小麦收回家。

记者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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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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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
发热议，视频中，一名跨区割麦的

“麦客”帮助老人收割麦子后，老人
地头结算收割费，“麦客”坚决不
收，指着自己胸前的党徽说：我是
一名党员……这一幕发生于2024
年 5月 31日，在河南省周口市郸
城县郝老行政村，莱西农机手葛海
波正带着跨区收割小麦作业团队
在该村作业。给一户村民收割完
麦子后，得知该村民家里比较困
难，葛海波当即决定不收取费用。
当村民执意将钱递给他时，葛海波
急忙推辞，表示不要钱并自豪地展
示出自己胸前佩戴的党员徽章。
视频发出后，无数网友为之动容。
6月2日，青岛早报记者连线青岛
宏伟海波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莱西市夏格庄镇葛家村农民葛海
波，听他讲述20多年“南征北战”
收麦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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