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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换人”来解放
种田告别“三弯腰”

早稻收割时节，位于绍兴市

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三丰富硒粮

油专业合作社十分忙碌，一车车

刚从田里收获的稻谷被送进烘

干机。“超长梅雨季推迟了早稻

收割时间，不过现在有了这些先

进的农业机械，推迟几天也不怕

了。”合作社负责人厉高中一脸

从容。

离合作社不远的稻田里，3

台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

业。“现在有了大型收割机，150

亩的水稻田一天时间就能割完

了，而且直接处理成稻谷，无须

任何人工作业，这样的效率在人

工种植、收割的年代是想都不敢

想的。”正在熟练操作大型收割

机的陈师傅说，自从有了农业机

械化设备，农户就告别了插秧、

耘禾、割禾“三弯腰”，省时省力

还高效，种田已经从体力活慢慢

转变成了技术活。

在“三丰”合作社里，除了大

型收割机，还摆放着拖拉机、插

秧机、谷物烘干机、植保无人机

等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过去

人工插秧，一亩田一个人要花一

天时间，现在使用插秧机插秧，

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依靠这些

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粮食种植

效率越来越高，亩产也大幅增

加。”厉高中说。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面朝

黄土背朝天”，为加快农业“机

器换人”步伐，近年来，上虞区

把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向

水稻种植大户、农机经营大

户、农机服务组织倾斜，引导

广大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农

机部门还成立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技术服务小队，深入田

间地头，对机械作业实行跟踪

服务，督促指导帮助机手保

养、调试和检修各类农业机械

设备，确保农业机械以良好的

技术状态投入生产。该区还

推进农机与农技相结合，优化

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促

进了水稻生产机械化配套机

具的推广应用。

截至目前，上虞区已创建省

农业“机器换人”示范乡镇6个、

省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44

个，农业机械总动力43万千瓦，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8.5%；拥有大中型农田作业拖

拉机 950 台，水稻插秧机 605

台，联合收割机718台，谷物烘

干机552台、一批次烘干能力达

7053 吨，植保农用无人机 30

架；拥有烘干中心50个，育秧中

心26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15个。

朱克斐

蓝天白云，500亩的碧绿水田

上，一幅“鱼戏莲叶图”跃然大地，一

群白鹭从稻田上空飞过，远山如黛，

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在田间劳作，像

是走进了一幅山水画。

下午2点，正是一天中日头最

毒的时候，周武群扛着锄头走在田

埂上，时不时弯下腰来拔掉两株刚

冒头的杂草。“最近天气不错，估计

又是个丰收年。”周武群说，这几天

他种的3D彩稻田成了网红地，吸引

了一大批摄影爱好者和周边村民来

打卡。

周武群是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

板桥村人，养过虾，卖过热水器，

2018年开始种植水稻，是双浦镇启

动农村土地全域综合整治后第一个

种粮大户。

“10元以下就不赚钱了，虾又

敏感，高温、捕捞、运输都会导致大

批死亡，收入很不稳定。”曾经的沼

虾养殖户周武群说。据他回忆，

2001年开始养虾时，效益还不错，

可是到了2005年当地甲鱼、沼虾等

水产养殖几乎达到饱和，经济效益

大幅下降，周武群不得不一边养沼

虾，一边慢慢转行做热水器生意维

持生计。“身边绝大多数养殖户没能

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遭到

破环。”周武群回忆说。

2016年底，双浦镇启动农村土

地全域综合整治，喊响了“为双浦大

地减负”的口号。

2017年春节过后，双浦镇自西

向东分期推进土地流转，至2018年

底累计流转土地3.2万亩，完成土地

清表复垦，累计拆除农用管理房

1300余处15万平方米，清腾甲鱼

塘、鱼塘1万余亩。

“我搞养殖之前也是农民嘛，

双浦土地流转，我是第一个回来种

地的人。”周武群说。“以前种地是

靠天吃饭，现在我们土地有镇里实

施生态修复，有农科院提供优质种

子，收上来的稻子由国家收购，万

一碰上天灾绝收，也有农业保险可

以保底。”重操旧业的老周如鱼得

水。“因为我们不打农药，这些年来

这里的白鹭越来越多。”看着田间

地头悠闲漫步的白鹭，周武群笑着

说。

2018年3月12日，双浦大地掀

起了阔别已久的春耕春播热潮。经

过3年连续耕种，2020年双浦镇水

稻种植面积达到8000余亩，种粮大

户增加到了5家。双浦镇农办主任

郑生安说：“现在整个双浦镇有稻田

8500亩，预计明年将超10000亩，

可以直接吸纳周边劳动力100余

人，一个种植户年收入可达20万

元。”

周武群喜滋滋地说，现在种植

“中超16号”品种，也就是大家俗称

的“超级水稻”，最高亩产可达950公

斤，种植常规粳稻，亩产也可达到

700公斤左右。除了恢复粮食生产，

双浦镇同步引进了蓝城·双浦原乡、

人文园林等大型现代农业产业项目，

加大果蔬、花卉、苗木种植。如今，从

钱塘江岸至灵山脚下，一望无垠的万

亩土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现在稻子还不够高，我准备等

再长高点在我们田边搭个观景台，

到时候稻田画的效果就更好了。”周

武群说，“现在每天晚饭后周边的居

民都喜欢来田边散散步，大家都说

老底子的味道回来了。”

毛长久 方琳嬿

除草、补苗、施肥，这两天，湖

州练市农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蒋如发从早到晚都在田里忙活，

要把之前因梅雨季落下的农活补

上。“今年夏季雨水多，不利于水稻

苗的生长，相较去年600多公斤的

亩产，今年的产量势必会有所下

滑，收成情况令人担心。”他说，好

在水稻田上了保险，收入不用担

心。

蒋如发提到的保险是南浔区实

施的水稻收入保险。地处杭嘉湖平

原的南浔是全省重要的粮食生产

区，种粮面积达18.69万亩。为了调

动种植户的种粮积极性，让他们不

再为粮食价格波动犯愁，该区经过

走访调研，携手保险公司出台了水

稻收入保险实施方案。

据介绍，水稻收入保险根据省

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稻谷最

低收购价和前几年稻谷平均产量，

确定南浔区今年的水稻保险目标价

格。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水稻的市

场平均收购价低于保险合同约定的

最低收购价，且跌幅达到每公斤

0.05元（含）以上，导致被保险人水

稻收入减少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

保险人将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

理赔。

“保费不高，却买来了安心，干

活都起劲了不少。”蒋如发说，农发

合作社目前的种植面积有1000多

亩，除了留种田外，其余的650亩水

稻田都上了水稻收入保险。

该区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

保险保费由区财政补贴85%，种植

户自缴15%。南浔区农业农村局农

田建设与种植业管理科的张孟迪算

了一笔账：常规粳稻保费为每亩

38.9元，杂交稻为每亩45.63元，经

过政府财政补贴后，农户平均每亩

最多只需缴纳6.8元左右的保险费

用。

合理的保费、便捷的办理流程，

使得水稻收入保险备受农户欢迎。

南浔镇玲丽生态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吴培方早早签订了投保协议。“种粮

20多年了，现在终于不用为粮食价

格波动担心了。”他说。

目前，水稻收入保险创新项目

率先针对南浔区专业合作社的56

户水稻种植户进行试点，保障种植

面积达1.6万亩。

李华

眼下正是单季晚稻抽穗生长时期，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稻飞虱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8月17日，建德市稻府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植保无人机，对大同镇三村村等地1200多亩单季晚稻田开展防稻治虫作业，每小时可防治8
亩左右，不仅省工省时，且能节本增效。 宁文武 摄

日前，龙泉市兰巨乡梅垟村

种粮大户雷少伟种植的500亩

再生稻开始全面开割。经该市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现场测产，

亩产（含水）达712公斤，比去年

增加62公斤。

去年，雷少伟试种了50多

亩再生稻，亩产（含水）达650公

斤，而且米质优良、很俏销。尝

到甜头后，今年他将种植规模扩

大到了500亩。

“亩产量比单季稻多100公

斤左右，如果今年能卖得好一

点，一亩田可多赚两三百元钱。”

雷少伟在田头算起了收支账，种

植再生稻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

头季稻较单季稻要早熟近1个

月，新米提前上市很受欢迎。第

二季稻几乎不需要再投入，预计

今年500亩再生稻要比往年单

季稻多收10多万元。

看到雷少伟种植再生稻效

益可观，该乡大巨村种粮大户蒋

松明今年也试种了50多亩，明

年还将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和普通水稻相比，再生稻

可以一种两收，既省工时又省成

本，一举多得。”龙泉市粮食产业

农合联理事长黄祖祥说，再生稻

种植在龙泉已有多年的实验，技

术已趋成熟。

项素兰 廖思楚

龙泉农户种再生稻
亩产高达712公斤

退养还田 种稻增绿

农民说：老底子味道回来了

南浔万亩水稻有了“收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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