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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时又省力，还能挣外快

科技赋能，种植户感受农田“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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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收割玉米
高效省事又省力

阳光普照下的玉米晒成金
黄，秸秆上的玉米棒格外壮硕、
籽粒饱满，丰收的喜悦画卷正
在广阔的大地上徐徐展开。

苏彪驾驶着玉米收获机
在广袤的农田来回穿梭，只见
一排排玉米植株连秆带穗卷
入收割机中，黄灿灿的玉米棒
分离后精准归仓，秸秆则被直
接粉碎还田，滋养土地。轰鸣
声伴着种植户的欢声笑语，唱
响又一年丰收的歌。

“现在的玉米收割，已经
全自动化、全机械化了，基本
上不费人力。”苏彪从事农业
种植已有10余年，今年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了200亩地。苏彪
介绍，自2016年购入专业玉米
收割机后，收获方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开着它一天
就能收100亩地，自家地两天
就收完了。”其余时间，苏彪会
驾驶着自己的收获机游走在
附近的几个村子，帮更多农户
进行收割，每亩地能有一两百
元的收入。

“有了专业玉米收割机
后，种地更省事省力了，它不
仅收割速度快，还能自动剥
皮，效率更高了，农忙的时间
也大大缩短了，我们可以有更
多的时间出去务工，再额外挣
一笔钱。”齐营村种植户刘创

业说，自家玉米亩产稳定在
1200斤左右，天气好的年头甚
至能达到1400斤。“以前对气
候、农药、管理方式理解不透，
每亩也就产1000斤左右。现在
好了，无论是玉米、小麦还是
大豆，在产量上都有一定提
升。”

无人机喷洒打药
农业规模化种植

与苏彪的交谈中，记者深
深体会到土地流转、机械化的
深切关联。十几年前，农业生
产方式较为落后，苏庄村村民
在土地劳作时多以人工、半机
械化为主，往往要付出更多时
间成本和体力成本。

拿收割玉米举例，以前机
械化程度不高，需要人工深入
田地，在杂乱伸张的玉米叶中
一根根徒手掰玉米。即使穿着
厚、长的衣服，玉米叶的锋利
边缘也会在皮肤上划出道道
血口，花粉落在脸上、脖子、身
上，再经过汗水一浸，身上滋
啦滋啦的，又疼又痒。“以前收
玉米要6点起床下地，一直在
田里干到晚上7点。”苏彪说，
即使这样高强度的劳作，一个
人一天收完两亩都算好的。再
加上当时村民很少外出打工、
闲置的土地较少，自家责任田
跟承包土地加一块只有10亩。

2012年前后，有了背负式
收获机这一半自动收割装置，

即在一个拖拉机车头上可以
安装播种机、收割机等不同形
态，相对于纯人工劳作，效率
得到显著提升，一天可以完成
几十亩地的收割，苏彪渐渐将
手中的土地扩大至20-30亩。
但这类机器在拆卸、抢农时方
面，表现得并不十分理想。通
刀、传送带、粗粮仓等加起来
一个收割装置能达到1吨左
右，单靠人力根本弄不动，要
用龙门架、吊车才能装卸完
成。而且由于驾驶位完全暴
露，灰土、粉尘往往使驾驶员
灰头土面。在与天气的较量
中，背负式收获机也处在绝对
下风。“机器一次只能收两行
玉米，速率不快，导致抢收
慢。”苏彪回忆说，曾有一次，
秋收时下大雨，玉米地里积着
雨水又湿又软，一脚踩下去很
难能拔出来，机器进不去，只
能人工摘。尤其有时麦收时赶
上连着几天的阴雨天气，收割
时小麦已经发黑发芽了，根本
卖不上价格。背负式收获机的
工作状况，让苏彪不敢贸然扩
大土地承包面积。

直到2016年，苏彪一口气
购买了专业玉米收获机、专业
小麦收获机，并于2017年将种
植面积扩大到60亩。“机械化
水平高了，原来需要几天的农
活，现在一天就能完成。”机械
化的推进给了苏彪更足的底
气。目前，通过土地流转他承
包了苏庄村及附近3个村子的
共200亩土地，“以前每亩地付
给农户800元，近两年涨到每
亩1000元了。”苏彪说。

但这丝毫没能削减苏彪
扩大规模的决心，“我承包的
土地目前分成了四大片，无论
种玉米、小麦还是大豆，都能
形成集约效应，在播种、收割
中可以使用专业机器大面积
工作。而且，我还买了最大型
号的能载重80斤的大疆无人
机给农作物打药，100亩土地
一天就能喷洒完成。以前雇人
打药折合0 . 8元/亩，现在用无
人机只要0 . 4元/亩，不仅成本
降了，机器打药也更均匀。”苏
彪补充说，他算明白了农业
账，在机械化加持下，种植面
积越多、成本越低，收益也就

更高，所以他正准备承包更多
的土地。

经济作物种植
拓宽致富之路

2014年，中央和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土
地管理法》的决定，于2020年1
月1日推行实施。这对加大土
地流转力度、调整农业结构，
推进其迈向专业化、集约化、
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保
障方面除了每亩100多元的粮
食补贴，石桥镇已经将全镇
3 . 6万亩的玉米纳入政策性保
险,以每亩15元的价格进行参
保。去年受连续降水的影响，
苏彪种植的部分农作物出现
受损减产，因此获得了9000多
元的保险赔偿。

在石桥镇不只有玉米、小
麦等粮食作物的大面积种植，
还有西红柿、火龙果等精细化
种植。刘营村采取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方式，大力发展“西
红柿种植+合作社运营+线上
线下销售”的新型发展模式，
目前该村现有约300亩土地用
于西红柿种植，大棚数量200

余座。
“西红柿相对于粮食作

物，需要更多的精力，更精细
化。”拥有10多年西红柿种植
经验的刘明是十里八乡有名
的西红柿种植明星，他培育的
西红柿沙瓤、皮薄、汁水多，往
往一上市就被经销商收购一
空。他介绍说，西红柿育苗、定
植期间，需要对湿度、温暖、土
壤、水分等进行细致管控。

但这种科学认识也并非一
蹴而就。2017年，在种植中刘明
以为给西红柿上肥越多越好，
最终导致苗弱不抗病，亩产只
有8000斤，产量下跌了近一半。
受挫后他痛定思痛，通过询问
专家、上网查资料等方式才形
成如今施有机肥、看温度、测湿
度等科学种植经验。

立足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刘明目前拥有4个温室大棚专
门种植西红柿，“亩产在15000
斤左右，价格在2 . 6元-4元不
等。”除了西红柿外，刘明还种
着茄子、豆角等，“收入可比打
工强多了。”刘明说。

本报济宁10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东升 记者

汪泷) 近日，山东省2022年

“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济

宁分会场以及济宁市2022年

“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

在济宁京杭大数据项目举

行。

该项目建成后将广泛

招引银行、保险、证券、基金

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类金融

服务机构，全力打造济宁市

金融体系最健全、业态最多

样、创新最活跃、功能最完

备、品质最高端的金融集聚

区，成为济宁新地标。项目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

与政府部门沟通，秉承“两

山精神”，以品质为基，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项目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项目品质履

约。

记者 陈丹 丁安顺
通讯员 刘敏

家住济宁太白湖新区石
桥镇苏家庄的新农人苏彪，家
里有一台背负式玉米收获机，
沉睡在杂物间的昏暗角落，依
旧犀利的通刀上，积落着厚厚
灰尘和层叠的蜘蛛网。一眼便
知，这台机器已经很久没有使
用。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繁
忙的金秋，不正是收获机大展
身手的时候吗？

“近几年收玉米，咱们用
的都是速度快、效率高的专业
玉米收获机。老旧的背负式收
获机早被淘汰啦。”苏彪说。

京杭大数据项目
打造金融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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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彪查看玉米秸秆。

机械化收割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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