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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插秧专列开行的第25年。
由南向北移动的春耕生产线终于来到中国位置

最北、纬度最高的黑龙江。伴随着这条生产线继续
向北移动，至5月中下旬，三江平原、大兴安岭地区的
农事活动将为今年的春耕生产画上一个句号。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插秧专列将一批批插
秧客送到三江平原，又将他们带回家。从齐齐哈尔
到绥化再到抚远，经停 20 个站点，历经 1444 分钟，
跨越 1284 公里、约 1200 万株水稻秧苗首尾相接的
距离。

“走，坐火车，插秧去。”插秧客吆喝着。记者跟
随插秧客踏上专列，追踪他们的季节性迁徙之路。

候车厅与减少的客流

5 月 7 日下午两点左右，绥化站广场上，背着大
包、拎着小包候车的人已陆续赶到，此时距离K5161
次插秧专列发车还有三个小时。

几名火车站工作人员从广场不同的方向引导着
人群进入用帐篷搭建的插秧专列候车场所。他们大
多数是50岁左右的妇女，也有少数中年男性，但很少
能见到年轻的面孔。

一身皮衣加牛仔或卫衣或运动装的穿着，一抬
手就露出来的金手镯，拨弄着头发而若隐若现的金
耳环，这样的衣着打扮，很难让人一眼区分出是否是
插秧客。

将行李往地上一放，一屁股坐在上面，三五人
聚在一起，拿出点瓜子，唠嗑的准备工作一切就
绪。他们时不时拿出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看看火
车票信息。

“是在这儿等吧？”人群里有些人显得稍许不安，
反复向火车站工作人员或维持秩序的警察确认。

每年5月前后，这群平凡而又特殊的乘客蜂拥而
至，搭上插秧专列驶向春耕最前线。他们害怕错过
火车，更担心错过这趟“淘金”之行。

绥化火车站客运值班主任赵业胜说，从 2000 年
开始，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首趟插
秧专列，4 月下旬运行至 6 月中旬结束。25 年来，近
190万人次搭乘专列前往三江平原插秧。

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生
产基地，水稻种植面积大、品质优良，每年春耕季节
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水稻备耕、插秧。

赵业胜记得最早的插秧客出现在二十世纪末，
随着“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插秧客就可收入近万
元钱”的消息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队
伍里，最高峰时一年达十万余人。

候车厅外的一侧，赵业胜和他的同事们为安检
机器做了最后的检查，他们要保障在 47分钟的停站
时间里，几百甚至上千人有序进站上车。

“到时间了，组织大家排队吧。”赵业胜打开喇
叭，“乘坐插秧专列的乘客，看一看自己的车厢号，依
次排在拿着相应车厢号码牌工作人员的身后，提前
准备好身份证，很快就要检票进站。”

不到十分钟，进站的九支队伍已然成形。显然，
插秧客们已经习惯了有组织的进站方式。

K5161次列车从齐齐哈尔一路向东，行至北安站
后向南驶向绥化，再向北、向东。列车的路线似一个

“V”字形，绥化就在路线的尖底，客流量却与之相反。
绥化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杨大权解释其原

因，他提到绥化市是农业大市，也是劳务输出大市。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较多，有成熟的技术和经验。早
些年，一批批敢闯敢干的农民前往三江平原承包土
地进行开荒种植，带动了大量务工人员。

“家里地少，种地挣钱也少。”一名绥化籍插秧客
补充道。官方数据显示，2023 年末绥化市常住人口
3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94万人；现有耕地2880.5万
亩，旱田多，水田少。

杨大权拿着一张到三江平原地区插秧务工人员
统计表说：“2013年人数最多，有4.4万插秧客。这几
年，平均每年到三江平原地区插秧务工的农民还有2
万多人。”

参与到插秧专列运行的铁路工作人员都觉得
这是一项不亚于春运强度的工作，特别是在绥化
站。“一说走这趟专列，大家都挺挠头的，甚至有些
人不愿意。”列车长陈勋参与了 10年插秧专列服务，
她对插秧专列最深的印象就是客流量大，没有下脚
的地方。

“以前行驶到绥化站，我们都做着双开车门的
准备，即打开车厢的前后门。上车的乘客见缝插
针，场面既混乱也热闹。”列车员说。

16点09分，K5161次列车进站。陈勋打开车门，
看了看站台外的人群，今天大约 400人，心里没有太
大压力。

“最近五六年，插秧客的人数开始减少。”赵业胜
说，这种变化从2019年后发生得最为明显，每年最少
减少一万人。

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三江平原地区机械化
插秧率达到96%，插秧客从站在水里弯着腰插秧逐渐
转到“幕后”，主要负责补苗、操作机械等工作。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背后，是插秧客需求的逐渐减少。

16 点 56 分，K5161 次插秧专列准时从绥化站驶
出，开往三江平原方向，一场因农事时间差而自发形
成的农业季节性劳动力大迁移即将开始。

车厢与信息交换

11 号车厢里，刚上车的插秧客匆匆忙忙地把行
李放在货架上。落座后，这名男性乘客用手在车厢
窗户上摸了摸，像是在寻找什么。

手掌从窗户顶端划到底端，他才反应过来，拿上
手机，走到车厢两端连接处的指定吸烟区域内。

看到列车员朝着他的方向走来，他晃动着手，
“还能补卧铺吗？”

“都满了。”列车员摆了摆手。
插秧专列一般有十二节车厢，以硬座为主，也有

一两节卧铺。在插秧专列开行前，各个部门都做足
了宣传，倡导其他旅客避开专列出行。

陈勋说，外出插秧都集中在这几天，插秧专列属
于满客超载的状态，买到一张带座的车票都不容易。
人多的时候，乘客见门就上，狭窄的通道挤满人，有的
乘客坐在洗漱台上，睡在车厢连接处和餐车里。

现在，插秧专列的硬件设施发生了变化，由烧煤
的绿皮车变成带有空调的列车，服务上也有提升。

“列车上举办招聘会，把用工信息张贴在车上，
务工人员可自己联系；请专业律师上车开办法律课
堂，普及劳动法。”陈勋举例说明。

去年，农技专家在车上举办农业知识讲座，为务
工人员传授先进农业生产知识；今年红十字救护员
在列车上讲解防止腰部扭伤及扭伤的处理方法等医
护知识。

“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丰富插秧客在车上的生
活，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不能只是吃吃喝喝。”一名列
车员说道。

硬座的车厢里，四个或六个不认识的人围在一
个小桌子旁，他们的话匣子大部分是从这几个问题
打开：你是哪儿的人？到哪儿下？补苗还是开秧
机？给你多少钱一天？

“又来了，今年准备挣多少钱？”列车员与周福华
和王红波打着招呼，她们俩是这趟插秧专列的熟客，
今年是她们第十年去三江平原地区务工。

周福华和王红波在第三站依安站上车，她们比
较幸运，分到了同一个车厢相邻的位置上，到绥化站
时她们已经在火车上待了六个小时，距离目的地建

三江站还有近十一个小时。
和周福华坐在一起的也是几名女性插秧客，年

龄最小的45岁，周福华53岁，最大的61岁。
“补苗的人一天能挣 400—500 元，干这活很遭

罪。一脚踩下去，淤泥没到膝盖的位置。浸泡在只
有几度的水里，跟在插秧机后面，猫着腰，补一小片
地，再用力拔起脚。”周福华觉得还是站在插秧机上
摆盘的工作轻松些。

旁边年轻的插秧客追问，“干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哪儿有什么技巧，只要肯干愿干，受得了累，但

有一条你需要注意，得让雇主满意，这决定着他明年
还雇不雇你。”王红波向其他人讲了讲自己的经验。

推着小车的售货员走到周福华和王红波身边，
停了停：“把脚收一收，矿泉水、米饭有需要的吗？”

周福华用余光瞥了一眼货架上的价格，“不用
了，我们带着呢。”出发前，周福华她们准备好在车上
的几顿饭，“哪儿舍得买，带足了干粮才出门。小包
装吃的，大包装用的。”正说着，她把泡面、鸡蛋和火
腿肠从小包里拿出来。

在周福华的大包里，装着插秧务工的衣服，薄的
厚的都有。多年的经验让她比别人准备得更充分，

“建三江那边的天气难以捉摸，早晚温差大，下午又
特别热。”

吃上口热乎的面条后，话题继续。
“谁也不愿意出来，在家哪儿能挣着钱。前几年

收成还可以，玉米价格也高……”
年轻的插秧客听到这话，把身体正了正，连忙点

头。“我儿子和姑娘都没有地，我两亩半，老公两亩

半，四口人五亩地，怎么干？听说大后年土地承包到
期，不知道会调整吗？”

家里的地、地里的粮食、粮食的价格，周福华她
们的聊天始终没有离开这些话题。

李秀玲站起来，中断了聊天，“空调太冷了，换个位
置吧。”她从老家坐农村客运车到县城，再坐两个小时
大巴到绥化火车站，忙完家里的旱地播种，李秀玲每年
都会搭上插秧专列到前进镇附近的农场务工。

“在家也不敢闲着啊！”李秀玲说，像她们这样的
农村妇女，没有手艺很难找到工作，“工厂给的钱太
少了。”

“过万”是吸引插秧客跨越东西迁移的最大动
力。插秧客外出务工的理由大致相似：家里小孩读
书、盖房子、补贴家用。

离开插秧客队伍十年后，李文娇在前两年又重新
回归。她解释说：“听说三江平原地区的农场又缺人。”
李文娇认为插秧客减少，机械化程度提高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年龄大的不能干，年轻人干不了。

建三江垦区日出时间大都在早上3点，意味着插
秧客在这个时间点就得开始干活，“两头不见日”，他
们经常这样形容工作强度。

大多数情况下，雇主会承担插秧客的吃住。十
年前，李文娇带的行李比现在要多，“那时候吃得不
好，包里都装着干粮，在田里干活累了，休息的时候
吃上两口，补充体力。”

插秧客这一行有进有出，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干
这一行，半路退出的不在少数。李文娇还记得，很多年
前，她干完农活回到住处，晚上浑身疼得睡不着觉，她

会喝点儿白酒，实在忍不住再找雇主拿止痛片。
今年，李文娇的目的地是前进镇的前进农场，亲

戚已在那边帮忙联系好雇主。“还不错，一天 550元，
比平均价高出50元。”

夜深后，火车晃动的声音格外清晰。列车上少
见还在聊天的乘客，大多数的人靠着座位，倚着衣服
休息一会儿。他们需要养足精神，一下车就要投入
插秧工作。

插秧专列在次日早上 3 点 47 分抵达建三江站，
会迎来第一个出站高峰。

农场、流水线与机械化

K5161 次插秧专列往东方行驶，进入我国有着
“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之称的建三江垦区。当凌晨
两点人们还在熟睡时，太阳已经从这里缓缓升起。

列车经过的建三江站、换新天站、前进镇站、洪
河站、东二道河站、寒葱沟站基本涵盖了建三江垦区
的15个农场。

三江平原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水稻种植区，因为
积温原因，插秧的时间不能过早也不能太晚，在当地
有种说法“不插六月秧”。因此，这 10多天的插秧时
间至关重要，一旦错过，可能会导致水稻的成熟期赶
上大雪。

5 月 8 日 6 点 51 分，K5161 次插秧专列到达寒葱
沟站，这几乎是插秧客的终点，三江平原最东边的国
营农场——前哨农场坐落于此。

出站门前，四五个中介热情地招呼着：“有会开
插秧机的人吗？一天600元。”很少有插秧客应声，在
用工紧张的这几天，他们都是雇主提前预定好的熟
手。当然也有第一次出来碰碰运气的人。

插秧客刘师傅出站后，他的雇主一眼就找到了
他，“可算是来了。”来不及放行李，刘师傅就被雇主
拉着直奔地里。

刘师傅干活的农田属于前哨农场管理区。前哨
农场耕地82.23万亩，以水稻种植为主。这种规模的
农场在建三江垦区的 15个农场里不算大，但从高处
看，人和插秧机在这一望无际的格田里如蚂蚁一般。

前哨农场的格田，蓝天与之相接，白云映入水田
中，生活在农场的孩子形容未插秧前的格田仿佛是
一片海。刘师傅没有时间驻足来欣赏这一“美景”，
对他来说，这片“海”是他接下来十天时间里要完成
的工作。

运苗车的四个车轱辘接近一个人高，刘师傅费
劲地爬上了车，接过雇主从苗棚递来的秧苗。五盘
秧苗整整齐齐叠在一起，足足有100斤重。

因为车轱辘足够大，刘师傅开着运苗车可以到
达“海”的任何一处。装苗、拉苗、卸苗，刘师傅的工
作就是往返于苗棚与田埂之间。

在这条插秧流水线上，有着明确的分工：苗棚里
的人负责从地里将秧苗盘揭起，按照五盘的数量放
置在架子上；像刘师傅这样的人，负责将苗拉到或挑
到田边；田里有负责开插秧机的机手、站在机器上装
盘的工人以及跟在机器后补苗的人。

周福华和王红波曾提到男女体力原因，流水线
上的工作会很自然地进行分配。一般来说，男插秧
工负责开各种机器，再就是从事挑苗的苦力活；女插
秧工负责揭苗、装盘和补苗。

不同的分工也对应着不同的价钱：运苗工一天
最高 600元；机手 650元；挑苗工最累也最高，能达到
700 元；其他工种的工资每天大概在 400 到 500 元。
只有补苗工比较特殊，他们按照每小时50元计算，并
且一天只工作 10 个小时，哪怕是补到半截，差一两
米，时间一到，他们都会停下。

“流水线上雇多少人，取决于机械化的程度以及
雇主的‘精打细算’。”前哨农场负责农业生产的工作
人员说。

他以插秧机举例说，以往一台插秧机作业，需要
配备一名机手、两名装盘工和两名补苗工，一共五个
人配合。随着高速插秧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
农业机械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和导航设备，能够实
现精准作业和辅助操作。这样的结果是可以省去补
苗的工作，一台插秧机仅需配备两个工人。

见到苏晓时，他正在运苗。45 岁的苏晓是绥化
市绥棱县长山乡人，他就是绥化那批敢闯敢干的
人。12年前，苏晓第一次来到前哨农场，承包土地就
此扎根，今年他承包的1000亩地需要插秧。

苏晓看着插秧机在田里作业，还是没忍住，“别开
太快了。”苏晓也想赶进度，但他更在乎质量，“慢下来，
把秧插好，省去补苗的人工，能节约好几万费用。”

按照苏晓的计划，五天前就可以动工插秧。“谁
知道会被这事儿耽误了。”给苏晓干活的插秧客是从
绥化老家过来的，他们已经在这里干了七八年，今年
因为在家种植玉米，昨天才从老家赶来。

“两台车，四五天，落下了 25垧地的进度。”苏晓
算了算。在老家插秧客还没有来的这几天，苏晓从
劳动力市场上雇了几个临时工先干着。

苏晓一年的人工支出在 10 万元左右，为了节约
成本，他自己承担了运苗工作，他的老婆负责补苗。

“只要机手控制好速度，熟练地掌握转弯，飘苗和缺
苗的情况并不多，也不用再补苗。”

苏晓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以前决定插秧进度的
是插秧机，现在是运苗的速度。一旦苗供不上，插
秧的进度就会慢下来。苏晓使用的机器都是最新
的高速插秧机，配有北斗导航系统，可以进行无人
插秧作业。

“无人插秧作业的速度会慢一些，遇到地块不
平，插秧的质量堪忧。”苏晓认为机械化得一步步发
展。“运苗不就是这样，人工挑苗、用骡子运苗、铺轨
道、再到运苗车和无人机，尝试了这么多种方式，还
是运苗车最合适。”

对于目前无人机播种方式，苏晓觉得还不成熟，
“太贵，产量也不能保证。种地人看重的还是产量和
稳定性。”

农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哨农场机械化程
度已达 99.8%，但在短时间内，剩下的 0.2%仍需要人
工去辅助机械化的不足。

一场因农事时间差

而自发形成的农业季

节性劳动力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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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火车去插秧

绥化站外，排好队的插秧客即将检
票进站。

上车后的插秧客吃饭、聊天。

插秧客为插秧机补充秧苗。

K5161次插秧专列。

重达100斤的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