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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农民丰收节

8月23日，眉
山市东坡区太和镇
一片丰收的景象。

在秋收季，看一块田的72小时“丰”景

8月23日，眉
山市东坡区太和
镇，外省赶来的
“稻客”正在操作
机械收割水稻。

8月22日，处暑。
一大早，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种粮户

陈燕红便到了田边。伏天里，水稻熟，眼
前近100亩地已是稻谷飘香，等待收获。

稻波荡漾遍地黄，又到一年最忙时。
对于陈燕红而言，收割之前要做的

事和往年差不多。看天气、做检测、谈好
收粮价，再联系收割机、专家测产、运到
粮库……

但今年又有些许不同。例如，第一次
大规模种植优良品种，第一次使用了机器
育苗，以及遇到了连续大雨和高温天气。

尽管和田地打了多年交道，但看着
眼前密密匝匝的水稻，陈燕红总有一种

“交作业”的紧张感。而这种带着雀跃和
期待的紧张感，也弥漫于整个太和镇。作
为天府粮仓样板区“核心区”，这个农业小
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秋收。

田埂边，随处可见来自外省的“稻
客”，农业专家们守在收割现场实收测
产，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大卡车驶进驶出，
粮仓里的烘干机早就24小时满负荷运转
……

似乎，关于耕耘的答案，就在这样的
有序忙碌中，在一块稻田的72小时里，足
够得出。

谈价的底气

8月22日 7：10

陈燕红一大早就到了田边。看着眼
前沉甸甸的稻穗，她有些紧张。毕竟，春
耕、夏耘只是丰收的基础，接下来，稻花
香里说丰年，还须卖个好价钱。

“陈老板，今年巴适哦。”人未到，声
先至。早上7点，陈吉如约到了田边。他
是镇上的种粮大户，有着近20年种粮经
历，从几十亩开始，干到今年的近千亩。
这些年，陈吉一边种粮，一边做粮食销
售，为周边农户解售粮之难。今年早稻
收割开始，他便提前对接粮食企业，收集
信息，了解市场行情。

和水稻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陈吉的
眼睛很“毒辣”。当着陈燕红的面，他随
手摘下一小把稻穗，拨开后在阳光下细
细观察色泽，接着在手里轻轻按压，感受
紧实度与含水量，最后放进嘴里咀嚼，边
咬边点头道：“你这个谷子长得还可以，
先拿回去检测。”

“那你说好多钱？”陈燕红问道。
“都是熟人，我就直接说了，湿谷子

收1.06元一斤。”陈吉很爽快。
陈燕红心里一喜。事实上，之前她

的预期价格是每斤1.05元，这比自己心
中的理想价位还要多1分钱。

但她仍不动声色地问，“再涨两分？”
陈吉犹豫了下，“先去检测，看检测

结果再说。”
陈燕红有谈价的底气。她之前打听

过，自己生态田的“禾”伙人徐杰，已经在
上周完成收割，他今年卖出的就是每斤
1.08元。

其实，每年春耕时，陈燕红都会留出
约10亩地，混种各种品种的水稻。去年，
试种的竹香莉丝就销售得很好。所以今
年她大规模种植，“大概种了500亩。”

另一边，陈吉将田间采集的样品送
到成都进行品质检测。这是每年粮食销
售的必须环节。在烘干、脱粒、磨粉、检
测等一系列的流程后，陈燕红的水稻均
达指标。

“都达标了，那可以加2分钱不？”电
话那头，陈燕红问。

“不得行，最高就是1.06元。如果你
觉得可以，卡车24号就来田边收。”陈吉
的态度也坚定。

“那行，我现在就去找收割机。”挂断
电话，陈燕红心情还不错。水稻顺利过
检，价格也比预想的每斤多了1分钱。

她向四周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里，
稻浪翻滚，满目金黄。

丰收的前奏

8月23日 11：00

这边刚和陈吉谈好价格和收购时
间，另一边，来自江苏的“稻客”陈伟伟便
接到了陈燕红的电话，询问他的档期，想
预定5台收割机同时作业。

“我这里没空，都排到下周了。”陈伟伟
说，“但这段时间‘稻客’多，我帮你问问。”

陈伟伟一直觉得，“稻客”是个带点
江湖色彩的称号。这个精干的小伙子，
每年8月初离家，开着卡车载上收割机，
从家乡江苏先到四川，再顺着各地农时，
由南向北一路收割。“所以网上称呼我们
是‘稻客’。”对于这个群体，全国各地不
但免收高速公路的过路费，服务站还会
提供休息洗漱的服务。

在“稻客”们自发拉起的微信群里，
大家都回复陈伟伟，处处秋收处处忙，档
期都排得满满当当了。

收到陈伟伟的回复，陈燕红有点着
急了，于是，她找到了太和镇人民政府。

“明天就要？还要5台收割机？”曾成
刚是太和镇人大副主席，分管农业工作
的他，今年初还帮陈燕红处理过高标准
农田建设中的细节问题。最近，他和同
事都忙着秋收的各种保障工作。

今年，太和镇通过招投标，首次签约
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集中为种粮户提供
收割服务。在地方补贴“稻客”的基础
上，将收割机作业费用由每亩70元降到
了60元以内，管理也更有序。

“我现在就帮你联系，但你明年就不
能这样‘抵拢’时间才来找我们。”曾成刚
一边叮嘱陈燕红，一边开始电话“摇”人。

在“稻客”的日程表内见缝插针，所

幸，8月23日当天正好有档期。
23日下午4点半，气温稍微降低。

“开镰了！”“稻客”王颜飞扯开嗓子一
声喊，他率先开着收割机顺着水泥路直
接下田，后面的4台收割机鱼贯而入。
田边一字停着3辆大货车，每辆车的装
载量在14吨左右，装满后直接开到粮
仓过磅。

“今天收满这三车就收工。”陈燕红
守在田边，她看了下天气预报，成都周边
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收稻子就怕下雨
天，于是，她一遍遍提示自己，嘴里不断
念叨着，“我们这里不得下，肯定不得下，
要下也是我收完了。”

王颜飞全神贯注地操作收割机，在
机器轰鸣声中，金黄的稻穗被“吃”进脱
粒箱。天色渐暗，王颜飞打开车灯，“稻
客”们开始挑灯夜战。

土地的力量

8月24日 12：00

如陈燕红所愿，雨没有落下来，“炙
烤模式”却开始了。

根据四川省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预
警，未来两天，多地将迎来高温热浪，局
地最高气温将突破40℃。

如此酷热的天气，考验的不光是人，
还有粮食作物。

“这让我们的稻谷含水量降低了。”8
月24日一大早，新一天的收割开始了，装
粮的大卡车在等候，粮仓那边也同步在
过磅算价格……大家分工明确。陈燕红
似乎什么都不用干，但她还是不放心，也
闲不下来。

她给自己也派了活，监督减少“落田谷”。
“落田谷就是收割过程中，落在田里

的谷子。”种了这么多年地，其中门道，陈
燕红摸得清清楚楚。看着散落在田间的
稻谷，她有点无奈，这些“落田谷”落地生
长，不但会挤占后续作物生长空间，还会
影响粮食产量。

“解决方式也很直接，收割机开慢一
点就可以。”站在收割机下，陈燕红有点
着急，她大声朝“稻客”王颜飞喊：“你要

开慢点儿，我这一亩地都能多上百斤的
收成”。但其实，她也能理解“稻客”们
的心思，“他们按亩收钱，收完这边的，
就能赶紧去下一家，多收多得，钱也挣得
更多。”

说话间，农业专家们到了田边。今
年，陈燕红报名参加眉山市东坡区的水
稻“一优两高”生产竞赛，专家是受东坡
区农业局委派来测产的。几乎是第一
眼，他们就看出了问题，“要收慢点儿，不
然落田谷太多，影响测产。”

根据测产要求，专家们要划定一块
大约10亩尚未收割的区域。现场开始收
割，检测实际收割的面积、水分、重量，得
出湿谷重量，最后根据标准公式，计算出
亩产的干谷重量。

“688.517公斤！”计算了三遍，眉山
职业技术学院农业教研室主任魏文武将
结果记录下来。“你这个田管护得还是可
以。”他对陈燕红说，“今年亩产能有近
700公斤，很不错了。”

在确认单上签下字，陈燕红也挺满
意，“这只是眼前这10亩田，不是我所有
的田，而且在今年气候条件下，这个收成
我已经很满意了。”

粮食进仓，心里不慌

8月24日 18：30

送走专家，陈燕红坐下来算了一笔
账。

去年，她种的是高产品种，每亩平均
收了1700斤左右的湿谷子，今年种的是
优质品种，按照上午的测产结果，湿谷子
重量在1600斤左右。

“这只是其中的10亩田，我总共有
500亩左右。”陈燕红觉得更重要的，是去
年湿谷子售价为每斤0.96元左右，今年，
她部分按照1.06元的价格出售，部分按
照0.99元出售，预计500多亩稻田整体收
入能达到87万元，对比去年的82万元，妥
妥完成5%的增收目标。“所以，年初定下
的小目标，可以超额实现”。

“我们已经收了2000多吨谷子了。”
种粮大户赵友勇这段时间也忙着在各村
收购粮食。这个“80后”青年从四川农业
大学水产专业毕业后，先是到广东从事
水产工作，然后受到另一位种粮大户的
影响，于2014年年底回到家乡太和镇，开
始成为年轻一代的种田人。

现在，赵友勇任东坡区水稻产业团
委书记，“我们水稻产业团委每年都要
组织多场技术培训，持续宣传粮食政
策，并特别注重帮助种植户开拓粮食销
售渠道。”

说这话时，仓库内外堆满金黄的稻
谷，烘干机正满负荷运转，烘干刚收购的
新粮。在赵友勇的办公室里，陈燕红正
在核对收粮票据。

“粮食称重的机器就在大门口，种植
户可以直接在现场对照着看，清楚透
明。”陈燕红很放心这一套流程，粮食入
库后，还要空车再次过磅确认，直到结束
所有流程。片刻之后，便有粮款到账的
通知信息。

满打满算3天忙碌，似乎，在72小时
内便结束了这场从春天开始的耕耘。但
陈燕红还停不下来，事实上，镇上的种粮
户们都还闲不下来。

刚刚经历收获的土地，被暴晒一天
后，将经过修田、灌水，再重新种上川芎、
蔬菜，也种下新的期待。

时间和土地，正更迭出新的回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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