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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今日菏泽

地头这么一坐，玉米轻松回家
机械化收割让巨野县李堂村的老李告别“秋忙”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地里不忙了，

乡村餐馆爆棚了
曹县村民董冯的

餐馆火爆异常
本报记者 董梦婕

“老板，炒十来个菜，我中午
过来拿。”双节逢秋收，不少在外
务工人员纷纷回家了，静寂的小
村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再次热闹
起来，只见田野里收割机隆隆作
响，来回穿梭，腰包鼓起来的村
民不再委屈自己的嘴巴，乡村餐
饮业同时迎来了小高峰。

董冯是曹县大义集乡陈河
村董庄利民饭馆的小老板，饭馆
虽小，但却在村中已经存在六七
年了，夫妻两人一个掌勺一个接
单，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请客吃
饭都会到这家饭馆订餐，饭馆一
年中最忙的时候当属春种、秋收
和春节。

小餐馆开业后的最初几年，
生意并不好，按照乡村的传统习
俗，每逢娶媳妇、婴儿满月、父母
过寿等情况才会摆上十几桌宴
请亲朋，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乡村小餐馆的生意蒸蒸日
上。

“这两桌菜还不到三百，如
果在家做不仅麻烦还累，现在家
里一来客人就在小饭馆炒几个
菜，方便。”村民孙铁山说，以前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少，每逢秋收
时，家家天一亮就要到田里收玉
米，没有机械化运作，玉米只能
一个个掰、一个个剥，又忙又累
都顾不上做饭，但是经济紧张又
不舍得下馆子，很多村民午饭就
吃个馒头喝点水凑合了，现在越
过越好了，不能亏待自己，家里
有亲戚朋友来就去饭馆炒俩菜，
有面子还方便。

十三四个菜售价还不到二
百元，经济、实惠、方便赢得不少
村民的欢迎。记者发现，秋收季
节，干够农活的庄稼人经常会订
上几个菜拿回家享用，省事且实
惠，小乡村越来越城市化。

4日中午，记者在利民饭馆
看到，小饭馆内用餐村民并不
多，大多数村民都要求外带，最
少的订购三四个菜，一般都订十
几个菜，已有四五个村民在排队
等待。为了怕应接不暇，这段时
间，董冯还将餐馆做成了快餐
店，每天将肘子、烧鸡、家常小炒
一些常见菜提前做好，村民来买
菜时省去了过长的等待时间。

据董冯介绍，这几年，小餐
馆平时每天能卖出三四百元，旺
季时一天能卖出两千多元，翻了
五倍多。“当时很多次都起过关
门的念头，但是按照现在的情
况，比在外面打工强，平时来去
自由还能照顾家。”

“以前村民手里都没钱，不
舍得下馆子，现在可不一样了，
这段时间买的菜经常供不应求，
两千多元的材料一天就用完了，
每天能有四五百元的盈利。”董
冯说，到了秋收季节，农民都开
始忙活收玉米，一旦忙起来就不
愿意再做饭，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村民选择到饭馆内订餐。今年从
9月中旬开始，生意一天比一天
好，最忙的时候，每天得买两趟
菜，预计10月7日后，打工族纷纷
返程，小饭馆的销量会有一定程
度的缩减。

秋收时节，董冯虽然大部分
时间都用在了饭馆上，但还会拿
出部分时间花在自家的玉米地，
今年自家的十几亩玉米产量达万
斤，往年纯手工掰玉米、剥玉米需
要七八天才能完成，现在只需要
三四天就解决了，机械化运作减
轻了董冯不少压力，更让董冯将
更多精力放在了自己小饭馆上。

“今年收玉米时不用回来
了，现在村里都用农机收割，你
就安心在外打工吧。”今年秋忙
季节，家住巨野县董官屯镇李
堂村的老李却给在外地打工的
儿子打电话，不让儿子回家忙
秋收了。

以往，每到收玉米的季节，
掰玉米、从地里拉玉米、剥皮、
砍玉米杆等，一家人要忙活十
多天。家中劳力少的村民，收玉
米时节时，都会叫上亲戚或者
邻居一起帮忙收。为此。每到这
个时节，在外打工的村民都会
回家收玉米，直到种完麦子再
返城打工。

如今，随着农村机械化作业

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民更
倾向于使用联合收割机。坐在地
头聊个天的功夫，就可以将玉米
轻松收回家，用手掰玉米，甚至
叫上亲戚、邻居一起帮忙的时代
几乎结束。

走在李堂村的农田里，随处
都可以看到村民丰收的情景，玉
米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驰骋在玉
米田里，一车车的玉米被拉回家，
村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刚收完玉米的李德坤正往
三轮车上装玉米，“这3亩玉米，
以前一家人光在地里掰玉米都
要花掉1天的时间，这还不算之
后的剥皮、砍玉米杆等。现在机
械化收割，开着三轮车在地头等

着，将收好的玉米拉回家就行
了，连剥皮、砍玉米杆都省了。”

记者发现，玉米联合收割机
可一次性完成玉米的摘穗、剥
皮、秸秆粉碎等作业流程。像李
德坤家的3亩玉米，如果人工收
割，4个人需要1天的时间，还不
包括剥皮、砍玉米杆，而用机械
化收割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完
全搞定。

刘先生买玉米联合收割机
已经有3年的时间，“刚开始时，
村民使用的不多，现在感觉到收
割机的省时、省工、省力，现在每
天都有村民排队等着。”

由于李堂村的村民还是以
种植棉花为主，种植玉米所占

的比例并不多，目前该村仅有
一辆玉米联合收割机，足够满
足整个村的玉米收割，偶尔也
有其他村的收割机来该村进行
收割作业，像刘先生就是邻村
的双楼村人。但由于村民的玉
米地分散，收割完这家之后，下
一家可能就在数里之外，“现在
一天差不多能够收割30多亩玉
米。”刘先生说。

收割完李德坤家的玉米后，
刘先生的家人已经把饭带到了地
头，“如果再赶回家吃饭，更耽误
时间。”记者看到，在刘先生吃饭
期间，李德坤地头前，已经聚集了
数人，他们都是在等待刘先生吃
完饭后去自家地里收玉米。

▲3亩玉米，村民坐在地头等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国庆长假，记者回老家郓
城，恰逢金秋农忙，农民们秋收、
秋种忙得不亦乐乎，但和以往的
秋收秋种又发生很大变化。

先前，农村街巷两侧堆满玉
米秸等柴禾，街巷还时常可见牲
畜粪便，给人的印象就是脏乱
差。如今，铺成石子路的街巷没
了成堆的柴禾、牲畜粪便，显得
平整而洁净。究其原因，随着农
民收入增加，不少农户摒弃传统
土灶台，改用煤气或电做饭；农
村劳力多外出务工或去乡镇企
业上班成了“上班族”，家里饲养
牲畜的少了；农民种庄稼越来越
科学，多把玉米秸打碎翻耕在地

里做了有机肥。
农民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

越来越城镇化。如今的农户家里
建浴室、用太阳能热水器的多
了，而搁在以前，一个黑塑料桶
做成简易“太阳能”，一根水管扯
到院子里就解决了洗浴问题。如
今，农户家里安空调、置冰箱、装
电脑已成普遍现象。家里的堂嫂
小学文化，重新学习拼音，学会
了用电脑聊天。中秋节当天去堂
嫂家时，她正与在外地务工的堂
哥视频聊天。

还有村民不满足于给人打
工，在外务工多年有了积蓄，长
了见识，回到村里或办了养殖场

或建了工厂。记者在村里辈份
低，按习俗对村里小娃都得称叔
称爷爷。一个比记者还小一岁的
本家叔叔，初中肄业出外打工，
如今回村搞了笨鸡养殖，镇上开
了门市，县城置了房子，购了小
汽车，“混得”风生水起，让我这
个大学毕业生艳羡不已。

男的多出外打工，女的在家种
田。如今的乡村早已颠覆了男耕女
织的传统。不过，女人种田也能有
好收成，这要亏了农业的机械化以
及种植合作社的功劳。6日，郓城张
营张一村王大姐和程大姐正在张
营供销合作社农业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拌种。王大姐说，她男人常年

在外打工，地里活儿交给了她。不
过，有合作社的帮助，庄稼从种到
收都不怕了，合作社只收取少量费
用，基本上算是“半托管”。从一个
农村妇女口中说出这么专业的词
汇，让记者诧异。

农民忙，与农民打交道的人
也忙。6日，记者到张营供销社采
访，供销社主任带着外地客户了
解乡镇网点，有的员工忙着给农
资店配送化肥、良种，有的员工接
待农民前来咨询小麦种植问题。
给记者介绍情况的明保进接到郓
城唐庙乡一村委的电话，让他抽
空 去 给 村 民 传 授 小 麦 种 植 知
识……

乡村生活也乐活
记者回郓城老家的见闻
本报记者 崔如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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