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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翻滚，沃野生金。放眼大江南
北广袤田畴，现代农机奋力驰骋、隆隆作
响，农户紧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农技人
员奔走在田间地头为“三夏”生产奔忙指
导……一幅“夏忙丰收图”正在中华大地
上徐徐展开。

夺取夏粮丰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
场硬仗，关乎全年粮食形势。今年“三夏”
期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多方力量，抓
紧抓牢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全力做到
颗粒归仓，夯实今年粮食生产基础。

夏 粮 要 抢 收 ，机 收 是 关 键 。“ 三
夏”期间，全国各地预计投入各类农
机具超 1650 万台(套)，参与跨区作业
农机达到 20 万台以上。针对跨区农
机运输高峰，农业农村部联合交通运
输、气象、石油石化等部门共同加强
农机作业服务保障，提早部署麦收省

份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未雨绸缪，底气更足。各地统筹建

设“平急两用”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
和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加快建立健
全防灾减灾农机储备和调用制度，壮大
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规模，有效
发挥农机在生产和应急救灾中的主力军
作用。

此外，从2024年起，全国全面实施三
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政策，这不但给种粮农民吃了一颗“定
心丸”，也为国家粮食安全筑起了一道屏
障。在保费补贴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对
三大主粮保险的保费补贴预算增加了近
50亿元。

值此夏粮丰收之际，本报记者特拍
摄、选取一组收获场景图，与读者朋友共
享丰收喜悦，让我们一起向亿万辛勤耕
耘的农民、向成千上万的一线农业工作
者致敬，为大国粮仓装满装实“中国粮”
喝彩！

▲连日来，河北省邢台市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农机服务合作社、农机维修网点，对投入麦收的农机进
行集中检修、调试、保养，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图为6
月2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里乡一家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在检修农机。

▲去年秋冬种以来，农业农村部启动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三年行动，细化小麦
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素，遴选发布高产稳产、抗倒抗病等主导品种，集成推广水肥精
准调控等主推技术以及高性能播种机等主力机型，从多方面挖掘增产潜力。图为5
月21日，山东省齐河县胡官屯村小麦测产现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浩 摄

▲小麦收获，全面机收是基础，减损降耗是关键。入夏以来，河南省驻马
店市农机部门积极组织开展粮食作物机收减损宣传、培训、比武等活动，加大
对小麦机收作业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的培训及技术指导，持续提升机收质
量。图为5月30日，驻马店市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农户驾驶收割机
收获小麦。

▲连日来，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夏收作业，压茬推进夏播、
夏管，及时落实秋季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措施，
并做好良种、农药、化肥等农资供应，确保夏粮归仓、秋粮适时播
种。图为 6 月 6 日，在河北省曲周县前河道村，农机手正在开展夏
播作业。

▲国无农不稳，民无粮不安。从2024年起，随着农业保险进一步扩面提
标，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益筑起一道屏障。图为6月4日，在山东省菏泽
市郓城县随东村，小麦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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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打好““三夏三夏””生产攻坚战生产攻坚战，，农机主力军作用凸显农机主力军作用凸显。。今年陕西省今年陕西省““三夏三夏””期间预计期间预计
投入农机具投入农机具120120万台万台（（套套），），主要农机具主要农机具3636..7272万台万台。。图为图为55月月3131日日，，在陕西渭南潼在陕西渭南潼
关县秦东镇西廒村关县秦东镇西廒村，，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作业开展机收作业。。

▲“三夏”期间，河南省信阳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互通“三夏”
生产进度、农机车辆转移、拥堵缓行路段等信息，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提前
划定农机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区，对跨区作业的农机运输车辆快速免费放
行。图为5月27日，信阳市息县高速出口设立的农机跨区接待服务站
内，工作人员为农机手提供信息指引。

▲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深入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持续提升全国
秸秆综合利用效能，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形成肥料化、饲料化为主，兼顾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
的多元利用格局。图为6月6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农场，农户将小麦秸秆打捆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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