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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壮大，农业合作社使传
统农业“脱胎换骨”，走向标

准化、规模化、市场化，实现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今年的收成如何？新时代的新农民
应该啥形象？土地托管、粮食银行、

三产融合又是咋回事儿？10月13日，记
者在东丰县大阳镇廿方地村一一找到了答

案。
当日天气晴好，秋高气爽。在廿方地村五组的玉米

地，收割机与拖拉机正联合进行玉米作物的收割作
业。收割机沿着玉米垄匀速前进，瞬间就将秸秆和玉米
分离，秸秆直接被粉碎，而玉米则被输送进机斗内。三
五分钟的工夫，两条玉米垄就收割完成。驾驶员将装满
了玉米的收割机开到拖拉机的一侧，升起机斗，将金
灿灿的玉米倒进拖拉机的斗车内。

偌大的玉米地，算上收割机和拖拉机驾驶员，
现场只有 4个人参与收割。看着记者诧异的眼神，
东丰县博瑞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振财给
记者进行了现场“科普”。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党中央
对新时代‘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基在农业、惠在农村、利在农民是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传统种植是农民自己
种地、自己收，累到筋疲力尽，收成要看运气、销路

也成难题。而托管给合作社，采取统一整地、耕作、品
种、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一条龙机械化作业，改变
了传统的耕作模式，便于大型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提
高了机具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省了劳动力。因
全程机械化作业，使粮食生产进一步规范化，提高了
粮食品质、开拓了农产品市场，有效解决了玉米产前、
产中及产后的一系列影响产业发展的问题。收割之
后，玉米被直接送往‘粮食银行’存储，卖出之后，农户

份额收钱。换言之，廿方地村的父老乡亲，自己的地无
需自己种，甩手当家、坐等收钱。曾经的‘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耕种模式一去不复返。”苏振财说。
2013年，39岁的苏振财带着在外打拼多年的积蓄、怀着
让家乡父老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回乡创办了东丰县博
瑞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以来，大力推广土
地托管，实行种植品种优质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市场
化，如今，已实现了产供销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在土地
托管基础上，集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作物生产技术指
导、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销售、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

目前，该合作社已建起全程机械化新型经营主体，
购进大中型农机设备 56台套，其中大型拖拉机 16台、
玉米收割机5台、玉米免耕播种机6台、植保机6台、秸
秆捡拾处理机12台、深松整地机8台、大型翻转犁3台。
紧紧围绕玉米产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强化服务功
能，推进社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机化新技术、新机
具推广应用，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增加了收入。
合作社以促进共同致富为宗旨，在东丰县大阳镇廿方
地村及周边地区开展耕整地、种植、耕作、收获、销售、
管理、新技术、新机具推广等综合服务。2019年在大阳
镇廿方地村实施了整村托管，种植面积已达到 7600余
亩，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 912万元，利润 53万元，带动
农户 203户。2018年，合作社年被评为“县级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被县农广校列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实训基
地。2019年，被评为“省级示范社”。

大阳镇廿方地村五组村民张世伟说：“俺家有 4口
人，24亩土地。老母亲上了年纪，孩子上学，我是村委会
的会计.以前，每年春种秋收我和妻子都忙得焦头烂
额。自从2018年把土地托管给合作社，一年四季什么都
不用我们管，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有保底产
量。年末按照托管面积扣除合作社托管费用获得全部
收益（土地收益＋ 政府补贴＋ 合作社分红）。俺家平均
每年都能收到一万七八千元钱，比原来至多不少。真得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合作社理事长苏振财带
领俺们走向小康致富路。”

传统农业“脱胎换骨”
现代农民收种“不用忙”

本报记者 王超

金秋时节，田野的金黄一望无垠，饱满的稻穗“笑”
弯“腰肢”，澄黄的玉米颗粒饱满，丰收的喜悦催人奋
进，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忙收割、忙晾晒，辽源大地一片
繁忙景象。今年我市粮食产量预计达到32亿斤，比去年
增加2亿斤。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一六八”农机种植专业合作
社，先人一步收获的高品质稻米，已经按排单顺序陆
续发货，活跃于粮食产品市场。据负责人孙德义介
绍，合作社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扩建育苗大棚，育苗
面积扩大了；新吸纳20余家农户入社，种植面积、
劳动力充足了；产收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科学
施技、严格把控，各个环节不脱轨，种粮的心踏实
了；抢抓秋收好时节、抢先上市，稻米价格体现价
值了，合作社的百万斤高品质水稻产销两旺。

像“一六八”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样，众多
辽源农民进行农业生产都离不开政策帮扶、个人
努力、科技加持等重要因素叠加，至此才能实现粮

食的稳产丰收。
惠农政策好，种粮有底气。我市深入贯彻中央、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省委一号文件精神，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格落实吉林省
2021年度粮食生产目标，超指标实现粮食播种面积
340.53万亩。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从资金、

技术、物资、安全等方面着手，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全力以赴抓好粮食

生产，稳住“三农”基本盘，保障粮食安全，
让广大农民种粮创收有底气。

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农
谚有道“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
黄”，春耕、夏长、秋收与冬藏，

天道酬勤、不负耕耘。针对今年春季气温回暖快的特
点，市农业农村局则是召开专家会议，提早研判、提早
部署，“保姆式”服务突出“六早”，即科技早培训、物资
早准备、农机早检修、市场早监管、服务早落实、病虫
害早防控，为广大农民做好备春耕指导报务。4月 22
日，资金、种子、底肥全部到位，农机具检修到位，备春
耕工作全部完成。玉米、水稻均在适播期内完成春耕
播种任务。高标准完成春耕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

保护“地利”，抢占“天时”。科技作用尤为重要。我
市在保护土地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绿色增产技术，用科
技保护良田、用科技防控灾害，进而实现绿色增产。全
市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
范区 16个，实现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 100%；更换农药
高效喷头，推广精准施药技术30万亩以上；开展粮豆轮
作试点 4.3万亩；落实保护性耕作面积 12万亩。农业部
门加强防灾减灾工作，联合气象部门累计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 17次，有效规避旱情影响；开展水稻稻瘟病防
治，实施无人机飞防作业；安装空杀虫灯、诱捕器，全年
无草地贪夜蛾虫害发生。

此外，农业部门还制定下发了《辽源市秋季农机安
全“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和《辽源市切实加强秋收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组织力量深入村屯、田间地头，
宣传指导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加密执法检查频次，治理
拖拉机无牌行驶、无证驾驶、没有反光贴等问题，做好
秋收指导服务，全力确保安全丰收。

春华秋实又一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年的辛
勤劳作换来大自然的馈赠与丰收的喜悦。走过一春又
一春，砥砺奋进、天道酬勤，以奋斗的姿态迈向新征程，
期盼明年仍是好时节，不负耕耘再丰收！

春华秋实又一年 不负耕耘喜丰收
本报记者 徐楠

在东辽县建安镇，有这样一位专家，凭借过硬
的学识本领、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在农民增收致
富的道路上诠释着农技人的使命担当。

致富路上的“引路人”
孙明岩 1989 年大学毕业后，带着让农民们

“种得精、卖得好、腰包鼓”的初心，返乡回到东辽
县建安镇，就职于农业技术推广站。32年来，孙明
岩心无旁骛钻研技术指导、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
为农民科技种田提供了大量实用可行的方式方
法，共计完成了 195项试验工作，所筛选推荐的优
良品种普及建安镇累计达到 290万亩，良种推广
1900万市斤；测土配方施肥法推广 20年，累计达
到 200万亩，节本增效累计 2亿元。结合建安镇的
种植特点，孙明岩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普及新栽植
技术等方式，将建安镇的香瓜、葡萄、地瓜打造成
了响当当的品牌，让建安镇的致富路走得更加宽
广、顺畅。

随叫随到的“庄稼医生”
孙明岩的农业技术在建安镇是出了名的好，从

备耕到秋收，农户们都离不开她。村民们说，孙站长
技术硬、责任心强，平时谁家找她，总是一个电话就
到，从不推脱。但是作为记者的我想一睹孙明岩的
风采，却难上加难，因为孙明岩不是在田间地头忙
着，就是在去田间地头的路上，总之就是一个字，
忙！孙明岩告诉记者，从 1998年当上站长后，自己
没休过周末，一年中有 200多天都在地里忙。现如
今是秋收时节，正是农民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候，也
是自己最忙的时候，她的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响个不
停。白天忙不过来，就晚上回家集中回复微信里的
咨询信息。这样的忙碌说不辛苦是假的，孙明岩最
累的时候，瘦到只有 82斤。她自嘲地说，别人都说
年纪大了睡眠浅，但自己从来没有这个困扰，每天
都是“秒睡”，一是白天太累了，二是也必须得睡得

好，第二天才有精神继续下田。孙明岩说，大家什么
事都找她，是对她的信任，所以，成为一喊就来的

“庄稼医生”，自己乐此不疲。
授之以渔的“农技老师”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孙明岩更是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个道理。要想让农民们的腰包
鼓起来，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的知识库丰富起来。于
是，孙明岩利用农闲时间开展培训会，一年至少十
几次。同时，还利用微信群等方式，将自己多年来最
宝贵的种植经验、技术知识传授给大家，从思想观
念的改变、生产理念的转化、现代化机械的使用等
方面，都将建安镇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生产状
态。

“不合格”的妈妈
虽然孙明岩的所有角色都可以做到极致，但回

到家庭中，谈起“母亲”这个角色，却总是愧由心生。
孙明岩说，儿子 8岁就开始自己生火做饭，初中念
寄读学校，自己常常忙得没有时间照顾他。记得有
一次儿子在她的办公室写作业，天都黑了也迟迟不
见她回来，而办公楼的工作人员误将楼门上了锁，
不知所措的儿子就试着从窗户栏杆钻出来，终于从
一个小缝隙中挤了出来。等孙明岩忙完回来，在漆
黑的乡间小路上，远远地看见儿子背着书包的背
影。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但现在想起那个带着点
倔强和委屈的小小背影，孙明岩仍然觉得如鲠在
喉。作为一个母亲，她说自己实在不合格，在生活方
面给予孩子的关心和照顾太少。不过若是重来一
次，她还是会将重任扛在肩上，恪尽职守、无愧初
心。

采访的最后，孙明岩满眼憧憬地说起了自己的
梦想。她说，我的梦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拄
着拐棍走进村民家中的时候，他们的家中，鸟语花
香、有花有树、生活富庶，日子过得祥和安康。

粮食丰收背后的辛勤农技人孙明岩
本报记者 于淼

本报讯（记者 刘红娇）金秋10月，东辽县云顶
镇景辉家庭农场的近30台套农机正在长满玉米、大
豆、水稻、藜麦的农田里忙碌，24小时歇人不歇机地
全力抢收，预计也得近20天才能收完。据景辉家庭
农场的农场主王景辉保守估计，这8000亩地可产粮
3845吨。其中，产量最为喜人的是4000多亩玉米，每
亩产量高达1700斤，足足比往年多产400斤。

如此喜人的产量，来自于王景辉对黑土地的珍
惜和保护。东北黑土地被称为“土地中大熊猫”，但
这个极其适合种植农作物的珍贵沃土正在被过度
消耗，黑土层越来越薄。为保护这个珍贵的“大熊
猫”，景辉家庭农场确保耕种的任何环节都是纯“绿
色”。耕地深翻，建立良好的土壤构造；农肥“管饱”，
建立秸秆喂牛、牛粪养蚯蚓、蚯蚓粪肥田的绿色循
环；秸秆肥田，全量还田把秸秆变废为宝；生物防
虫，用赤眼蜂防治病虫害；大鹅除草，探索鹅田玉米

的除草肥田养鹅丰产新模式……正是这一桩桩一
件件，在每一个环节把好关，才有了坚持保护性耕
种的可行性。

算好经济账，走绿色环保的长远发展之路。王
景辉并不满足于今年的大丰收，他还在继续尝试保
护性耕种技术的新突破，不断探索更多可能性。耕
种、养殖、肥料的循环供养链和鹅田玉米绿色种植
模式，以及附加产品增收等都是他探索的方向之
一。王景辉努力在投入和产出中算好经济账，并以
自身实践成果带动周边农民共同进行保护性耕种，
为如何开展保护黑土地趟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经过多年努力，王景辉的家庭农场规模越来越
大，保护性耕种模式越来越成熟，引来更多人的学
习和效仿。王景辉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农民，
爱护黑土地、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沃土，是支持我
这些年努力的动力，更是我最衷心的期待。”

守好黑土地 丰收自然来

“大地主”王景辉预计产粮3845吨

本报讯（记者 于芯）金秋十月，稻菽遍野，硕
果盈枝。10月12日，记者走进了弥漫着丰收气息的
龙山区工农乡大良村。放眼望去，金黄的稻田、饱
满的稻穗，还有轰鸣着作业的机械，着实一派繁忙
景象……正在田间与工人忙碌着抢收水稻的大良
村福库合作社负责人刘福库，指着自家120多亩的
稻田感慨地对记者说：“插秧时因潜叶蝇虫害的大
面积发生，这地差点没减产，是市植物保护站农技
人员帮我根治了虫害，每亩水稻可挽回稻谷损失
200公斤以上，才有了今秋的好收成。”

6月中旬的一天，细心的刘福库到合作社的稻
田间查看水稻长势，发现插后不久的秧苗出现了底
部叶片大面积枯死、腐烂现象，且多数地块的秧苗
仅剩下个芯了。心急如焚的他第一时间联系到市植
物保护站站长于维波。于维波立即带领农技人员来
到田间，指出稻苗萎蔫、叶上出现白色长条状斑痕
是水稻潜叶蝇虫害所致，当即提出防治办法。为实
现“虫口夺粮”保丰收，植保无人机对合作社的稻田
进行了精准施药；为提升防治效果，于维波与农技
人员每天在田间密切关注虫害动态。经过药剂防治
的水稻秧苗一周后全部返清，十天后就重新分蘖，

郁郁葱葱一望无垠，让刘福库重新看到希望。
市植物保护站多年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植保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
治工作，今年更是以“早发现、早防治”的防控策
略，多措并举，科学防控水稻稻瘟病、潜叶蝇虫害、
草地贪夜蛾、大豆食心虫等病虫害。为扎实做好本
级病虫害防灾减灾工作，他们加强监测预警，进一
步推广应用各项绿色植保技术，在最佳防治时期
开展防治，有效防止了病虫害的传播、蔓延，保证
了育壮苗、插好秧、管好田，为水稻等农作物丰产
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为辽源农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植保担当。

据了解，今年该站利用专项资金推广植保无人
机，在市本级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达
到 4700亩次。其中，防治水稻稻瘟病 3000亩次，防
治水稻潜叶蝇 500亩次，防治大豆食心虫 1200亩
次；更换农药高效精量喷头 500个，装备施药机械
500台，并在保证防效的前提下可节省农药 15%—
20%。市植物保护站还在部分区域的作物、品种上
推广了杀虫灯、杀虫板等物理杀虫技术，最大限度
减少了病虫害损失，保障了农业生产安全。

“虫口夺粮”保丰收

本报讯（记者 于蕾 任乐天）正值秋收好时节。
10月 12日，阳光明媚，金风送爽。东辽县白泉镇永
清村三组风吹稻浪、缕缕飘香，刚从水稻收割机上
下来的边振华满脸喜悦，忙着和记者展示他的田间

“机器人”：“今年是个丰收年，我这农机装备又派上
大用场了！”

从人工耕作向机械化作业靠拢，边振华看到了
农机装备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边振华是东辽县
汇民农机合作社负责人，从2012年起，边振华便借
助农机装备作支撑，不仅使种地数量连年增加，而
且农机设备也从一台收割机、三台拖拉机、三台联
合整地机增加到如今的58台，总价值超千万元，合
作社成为吉林省农业全程机械化新型装备主体。边
振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工插秧每亩地要 150
元，人工收割每亩地要200多元，而机械插秧、收割

每亩地都只需100元。“有了农机帮忙，我这5500亩
旱田和 1500亩水田算下来得省多少钱，而且机械
作业还省时，天冷之前就都利索了。”边振华说。

春种秋收，手中有“机”，心中不慌，层出不穷的
农业机械闪亮“登场”，为农业现代化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机械化作业不仅省时省工、提高了效率，而且
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板结，起到了抗旱
抗涝等作用。

据了解，我市现有农机合作社254家。其中，资
产在 200万元以上的农业全程机械化新型装备主
体 49家。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站长蔡柯勇向记者
介绍：“2021年全市农机化工作进行了量化、细化，
层层落实责任到县（区）农机部门。去年我市综合机
械化作业率是91.85%，今年计划农机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93%以上。”

田间“机器人”春秋唱主角

本报讯（记者 任乐天）十月，又到了一年中的黄
金收割期。今年，为促进全年粮食丰收，充分发挥科技
对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支撑作用，市农业农村局发
布《辽源市2021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大力
推广农业新科技、新品种，保障我市农产品增产增收。

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耕”，依托农业好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我市农业生产更加科学高效。
推广优良品种。玉米如辽科 38、辽玉 1、翔玉系列
等，水稻主要推广旭粳 6、吉粳 816、稻花香 2号等，
良种覆盖率达到 99%以上。推广减肥增效技术。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
16个，检测土样2800个，实现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
100%；同时，推广玉米机械化智能定量施肥技术，
玉米缓控释肥料、功能性肥料应用技术，实现了节
肥增效；推广节水保墒技术模式。推广水稻旋耕抗

旱节水栽培、玉米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玉米秸秆
碎混还田等技术95万亩以上。同时，提早预防病虫
害，实现虫口夺粮。加大草地贪夜蛾防控力度，安装
空杀虫灯10台、诱捕器3422台，实现草地贪夜蛾村
级监测全覆盖；推广病虫害统防统治、生物防控技
术。开展高效农器械替代，更换农药高效喷头 5000
个，推广精准施药技术30万亩以上；强化农业防灾
减灾。有效应对旱情，联合气象部门累计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17次；加快作物生育进程，喷施植物生长
调节剂103.5万亩次。

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宣传推广增产品种、技术，
采取农机农艺相结合、生产和生态相衔接、质量和
效益相统筹方式，大力推广粮食生产适应性新技
术，粮食生产综合性技术到田率达到 80%以上，为
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品种好技术优 提质增效助丰收

“从小一直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我
梦想着有一天让这些玉米能够走出家乡，让更多
人吃上放心的玉米。”种粮大户张志友说。走进西
安区钰喆家庭农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金黄
的玉米田，那片金黄让张志友黝黑的脸上不自觉
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每一支沉甸甸的稻穗都是
钰喆家庭农场汗水的结晶，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
都藏着他金色的梦。

八年来，张志友一直为了这片农田劳心劳
力。秋收时节，连片的农田里，金色的玉米如浪般
翻涌，一派丰收景象。张志友驾驶着收割机来回
穿梭忙碌，“这台新型收割机是新添置的，工作效
率较老款提高了很多，省去了我不少时间。”张志
友笑着说。

80后党员张志友从小就有个“农业梦”。长大
后，他放弃去城市就业的机会毅然留在家乡种
田，经过不断摸索，决定因地制宜种植玉米。此
时，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粮食生产和农民增
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相继出台，财政大力补
贴，提高了农户种植玉米的积极性。于是，张志友
成立了钰喆家庭农场，陆续购买各种机器设备，
采用机械化规模种植玉米，不仅增加了自己的收
入，还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

张志友想要当的可不是只盘算着自家几亩
地的传统农民，而是懂科技、会机械的现代农场
主。在张志友的设备仓库里，玉米种植全过程所
需的机械一应俱全，并且已经更新换代了几批，
这些设备为张志友规模化种植创造了条件，他的
玉米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几亩增加到 150多亩。
与此同时，他的劳动强度越来越低，只需操纵机
械就能快速完成玉米种植的各道工序。

除了不断提高机械化，张志友还不断引进新
技术。“种地也要与时俱进，虽然种种植玉米是老
营生，但想要提质增效还是得不断创新。”张志友
说，这些年，在政策扶持和帮助下，他采用病虫害
绿色防控、节水灌溉、选新种、施有机肥料等新技
术，每亩增收 200多斤，每年获得净利润 13万元
左右。自己致富后，张志友积极带动村民创业，他
将自己的种地心得无偿分享给邻里，与他们共享
现代高效农业技术带来的成果。

“感谢党和政府好政策的扶持，让我有机会
实现自己的‘农业梦’。我生在农村、热爱农村、喜
欢农业，我会为新农村建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要让我的梦想在玉米田上生根发芽，发展生态
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助力乡村振兴。”张志友信心满满地说。

种粮大户的“金色梦”
本报记者 闫书御琳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夏景明 刘鹰 摄
本版策划 李及肃 张庆春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俗话说：编筐织篓，重在收口。
经过春种、夏管，眼下正是秋收季节。今年，天

公作美，可谓风调雨顺。面对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
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了专家会议，提早研判、提早部
署。4月22日，全市备春耕需资金11.86亿元，全部
筹集到位；春耕生产需种子 4900 吨、底肥 14.7 万
吨，全部到户；5.79万台（套）农机具全部检修完毕。
5月16日，完成大田播种；5月末，完成水稻插秧，玉
米、水稻均在适播期内完成春耕播种任务，为
340.53万亩良田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粮食收
获将超32亿斤，我市农业生产“十八连丰”已成定
局。目前，秋粮收获 151.2 万亩。其中，玉米 125 万
亩，水稻18万亩，大豆7.3万亩。虽然形势喜人，但
是如果收获后的粮食储存不当，则会给农民朋友带
来不小的损失。

进入十月，我市小雨不断，这给秋收后农户安
全储粮带来较大隐患。为切实做好农户安全储粮、
科学储粮，防止因保管不当引起的粮食霉变，记者
提醒广大农户做好庭院储粮。储粮设施上部有防雨
雪苫盖，下部要架空通风，中部最好增设通风笼、通
风网，宽度不宜大于 1.5 米，放置在通风朝阳处最
佳；勤于观察粮情，如果发现异常尽快倒晒、降温降
湿；做好生霉玉米的分类整理工作，要将生霉棒、塌
底湿棒分离出来，单独存放、单独脱粒，避免好粮坏
粮混大堆，互相粘附霉菌，引起降等降价。同时，把
握好粮食市场行情，根据自家粮质和储粮条件，适
时择机择价销售余粮。一定要克服惜售心理，不要
跟风，切忌粮食下跌，就马上将粮食卖掉，很怕捂在
手里，而粮价上涨时，却不肯出售，很怕卖早了，没
赶上最好的价格。出售时应采取选棒脱粒的做法降
低生霉粒含量，力争好粮卖出好价钱。

让好粮卖出好价钱
本报记者 李及肃

今年，我市认真落实“三农”政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保障粮食安全放
在突出位置的重要指示精神，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认真把握好精选良种、播种面
积、增产技术和防病防灾各个重要环节，通过好政策、人努力、天帮忙，全市粮食作
物又喜获大丰收，预计粮食总产量达到32亿斤，比去年增产2亿斤。本报结合记者

“四力”拉练活动，组织记者深入乡村田间地头，采访农村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和农
民。今天，本报用一幅幅照片和一篇篇稿件，为读者呈现全市农业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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