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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近日，从天津
市农业农村委获悉，天津
2025年小麦机收预计6月
10日从滨海新区、静海区
开启，由南至北逐步开展，
并于6月25日左右大面积
收获基本结束。机收同时
进行玉米机播，6月30日左
右，夏玉米大面积播种基本
结束。

入夏以来，为应对可
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局
部机具供需失衡等诸多
不确定因素，天津市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早动员、早
部署、早准备、早落实，推
动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落
实落细，“三夏”生产特别
是小麦机收各项准备工
作已全面就绪。

一是压实工作责任。
印发《关于切实做好“三夏”
机械化生产暨农机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积极筹划
“三夏”机械化生产现场推
动会暨天津农机装备田间
展，组织市级小麦机收工作
专班成员单位、委机关有关
处室和市农业中心有关部
门参加农业农村部夏粮机
收服务保障工作视频推进
会，要求加强部门协同联
动，落实好各项服务保障措
施，进一步夯实各区、各有
关部门责任。

二是做好供需对接。
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
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做好机具检修和
人员培训，根据作业需求情况，多渠道
加强机具调配，及时帮助困难农户和
农民群众落实作业机具。目前全市已
累计检修机具2.4万余台，培训机手、
修理工2000余人。今年，预计将有
4500余台联合收割机、8000余台拖拉
机、5000余台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
投入“三夏”生产。

三是强化应急储备。印发《天津
市2025年“三夏”机械化生产作业应
急处置工作预案》，公布各有关单位
值班电话和应急服务队联系方式，发
挥好应急服务队作用。商请市气象
局在麦收期间向广大机手发送气象
短信，并协助启用全市农村大喇叭开
展农机安全生产、秸秆还田和禁烧宣
传。设立联合收割机专用加油点或
加油绿色通道，落实3%以上价格优
惠政策。

四是开展培训指导。召开小站稻
精量播种装备试验示范现场会，培训
100余人；举办玉米单产提升高性能
播种机具现场演示暨农机手玉米播种
作业技能竞赛，展示耕整地、高性能播
种、节水灌溉、智能控制等环节的新型
装备20台套；深入各区开展小麦机收
和减损、玉米高质量机播等技术宣传
与推广，服务农业经营主体17个，推
广机械化技术7项，指导100余人。

五是做实跨区服务。持续做好
《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业证》发放
工作，向各区发放2100余张跨区作业
证。引导各区结合实际在高速路口或
交通要道设置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
点，协调开通跨区作业机具“绿色通
道”，为跨区作业机手发放服务热线电
话和机收“明白纸”等宣传材料，确保
农机跨区作业有序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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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各地各部门
厉兵秣马迎战“三夏”

河北夏粮开秤在即收购准备就绪
本报讯 宋平 牛聪 夏粮收购是全年

粮食收购工作的首战，对做好全年粮食
收购工作至关重要。为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已全面
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目前，河北省
备案收购企业 1256家，组织腾并仓容
152亿斤，落实收购资金超180亿元，购
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331台（套），培
训人员3483人，做到“仓等粮”“钱等粮”
“人等粮”。

夏粮收购期间，河北省将持续加大
预约收购力度，丰富预约方式，优化收购
流程，提高检验装卸效率，提升收购全过
程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减少农民售粮排
队等候时间，必要时适当延长收购时间，
让农民售粮更省心、企业收粮更顺畅。

眼下，河北柏粮粮食储备集团有限
公司的“空调房”正等待新小麦入仓。从

今年5月初开始，柏粮集团就启动了各项
准备工作，准备有效空仓容13万吨、收购
资金3亿元，并对员工进行包括粮食收购
政策、粮食储藏检验、储粮害虫防治、财
务结算等方面的系统培训。

柏粮集团董事长尚建波介绍，今年，
集团对仓房进行了隔热保温功能提升，
实施准低温储藏。夏粮收购所需的容重
器、水分测定仪等器材设备全部提前校
验合格，输送机、清杂筛、麻袋、苫布等物
资数量充足，能够有效保障收购工作。

收获了粮食，晾晒曾是不少农户的
烦心事。粮食产后环节众多，晾晒、储
存、运输、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可能
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造成粮食损失
浪费。河北省将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作用，为农户提供代清理、代干燥、
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服务，帮助农户

降低损失、增加收益。
在邯郸市永年区，从6月2日开始，陆

续有农户将收获的新小麦放到博远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服务
中心备好了空仓容，并调试好烘干塔和
色选机，等待夏粮入库。

2019年起，博远粮油开始为周边农
户提供粮食产后服务。今年，博远粮油
与周边种粮大户新签订了3万多亩小麦
代储协议。种粮大户收获小麦后，晒粮
储粮不再靠天气，还能借助产后服务中
心的烘干塔、色选机减少霉变小麦入库，
降低粮食收获后的损失。

夏粮收购期间，河北省各级粮食和
物资储备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严格执法
监管，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售粮款、压级压
价、地磅作弊等坑农害农行为，切实维护
粮食市场秩序。

本报讯 郝东伟 曹智 马朝丽
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
临近。近来，河北各地各部门主动
做好农机调配、交通保畅、电力保供
等工作，助力夏粮“丰收在田”变“丰
收到手”。

6月2日，在望都县高优农业技
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维修人员正抓
紧对小麦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具进
行维修和保养。

“再过几天，小麦就将全面开始
收割。在麦收作业前，我们及时更换
损坏故障件，确保收割机状态良好。”
望都县高优农业技术服务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黄晓松说，合作社的近百台
农业机械都安装了传感器，通过物联
网将农业机械的作业轨迹、面积统
计、作业质量分析等信息集成到智慧
管理平台，收了多少地，打了多少粮，
一目了然。

为确保农机具以良好状态投入
“三夏”生产，保定市动员指导农机合
作社和机手，对参加“三夏”生产的联
合收割机、播种机、拖拉机及配套机
具进行检修和调试，备足易损件、零
配件，依托市级农机维修应急救援中
心服务站和6个县级接待站，联动农
机经销、农机维修企业，保障农机整
机与配件供应。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
夏”期间，全省预计组织和调度小麦
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
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
业。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8.8万台、
玉米播种机16.4万台。

机械化是夏粮抢收的关键。河
北切实做好“三夏”农机作业服务，提
前掌握机具情况，分地块、分环节明
确机具保障清单。实时了解作业机
具流动情况，及时响应农民和机手作

业需求。组织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发
布维修网点信息，做好农机检修、调
试等工作，加强机手培训，提高农机
安全作业意识。

“三夏”时节，农机跨区作业成
为抢收抢种的关键一环。为保障跨
区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通行，河北高
速集团做好“三夏”跨区农机运输服
务保障。各收费站出、入口各设置
一条专用通道，并设立清晰醒目的
“跨区农机运输车辆专用通道”指示
牌，引导农机运输车辆快速驶入对
应通道，减少排队等待时间，实现快
速通行。

同时，收费站收费员向农机运
输车辆驾驶员发放明白纸，细致普
及道路安全知识，详细解释大件运
输政策，耐心指导驾驶员合理合规
办理相关证件。各收费站在出口
外广场设置“机手服务台”，为长途
奔波的农机手和农机运输车辆驾
驶员提供休息场所和免费饮水、简
易食品等，贴心地为车辆提供加水
服务。

近来，河北各地电力部门也加强
对农用供电线路的全面检修，确保
“三夏”期间电力供应稳定。

5月28日7时许，国网深泽县供
电公司无人机飞巡小组成员谢矗和
康东早早来到单位，启动无人机自主
巡检管控平台。录入有关信息后，他
们准备对10千伏656耿庄北线路进
行无人机自主巡检。

7时40分，该县耿庄供电所无人
机机巢舱门缓缓打开。“嗡嗡”声中，
一架浅灰色四旋翼无人机腾空而
起。农田里，无人机以每秒5米的速
度巡航，对电力设施设备进行扫描、
拍照。

国网深泽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无人机全自主智能巡检能有力
提升农业线路、变压器巡检效率，保
障“三夏”期间可靠用电。

为全力保障“三夏”用油需求，
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公司设立178座
“三夏”用油保供站点，涵盖主要农
耕区域，确保农机车辆就近加油。
同时，开辟225个农机手专用加油通
道，专人值守，优先服务，减少农机
等候时间，保障用油供给不断档。

据介绍，各“三夏”用油保供站
点均提供免费热水、休息场所及道
路指引等增值服务。面向农耕用油
客户制定专属加油优惠政策，结合
不同客户用油需求，推行“一客一
策”，精准执行优惠方案。通过价格
让利，切实减轻农机手用油负担。

“三夏”期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
极端天气情况，河北将密切跟踪小麦
收获进度，多渠道发布机收和气象
服务信息，构筑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指导县级相关部门落实农机应
急作业队伍、救灾机具清单。统筹
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农机社会
化服务中心和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
心，建立健全产前、产中、产后应急救
灾保障机制。

“节粮减损相当于粮食增产，持
续抓好小麦机收减损，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河北将继续开展粮食作物机收减
损大比武和机收损失监测调查，不断
提高粮食机收作业质量，确保全省小
麦机收损失率保持在0.86%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