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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一粒种，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一年一

度的秋收季，我市各地农户抢抓有利天气，充分

发挥农机装备优势，抓紧收割水稻，确保颗粒归

仓，保障粮食安全。 水稻提前成熟，机械化运用成为
了稻田里的风景线和“加速器”。

记者在市中区青平镇陈桥村看
到，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稻杆，空气中
弥漫着稻谷的清香。伴随着机器的
轰鸣声，联合收割机机齿不停转动，
谷粒、稻草有序分离，机器过后留下
一排排整齐的稻茬。

“以前采用人工收割很累，一天一
个人只能收割七八分地，效率很低。现
在机器收割，一个小时就可以收割三、
四亩地。”陈桥村村民张治均告诉记
者，他家种了近4亩田，亩产550公斤，
一小时就收割完了。

不仅收割效率提高了，而且马上
就有附近的金松米业来收购、加工，
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收割与售卖

的无缝链接。
据金松米业负责人刘炳金介绍，

实现机械化操作后，从田间收割稻谷
到烘干再到生产成大米销售，只需要
3天时间。这些本地大米目前主要
销往省内各城市，因品质好、
口感香甜，销量一直很好，年
销量近8000吨。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我市加大了农业
机械化推广力度，全市水稻
机收率达到96%以上，大大
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提高
了生产效率。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
粮食生产工作，制定多项举
措，全力抓好粮食扩面增种和
撂荒地治理工作，确保粮食生产安
全和产量提高。同时，加强农业与科
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
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奋力谱写乐
山农业现代化新篇章。

在夹江县黄土镇红光
村，只见田间的水稻呈现
出一片金黄，成熟的稻谷
穗长、颗粒饱满。一台台
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记者了解到，今年水稻
生长的中后期遇到持续高
温天气，夹江县各地及时
加强灌溉、施肥等田间管
理，秋粮普遍长势良好。
在高产示范田里，夹江县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正在
统计今年水稻新品种的产
量数据。

“今年是个丰收年，虽

然前期出现过低温、高温
伏旱天气，稍微有一些影
响，但总的来说不影响我
们今年总体粮食丰收。”
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
近期连续的高温天气，加
速了水稻成熟，夹江县水
稻较往年提前进入收割
期。

据了解，在多种因素影
响下，今年我市各地稻谷
提前近一周进入收割期。
从8月初开始，水稻陆续收
割。立秋过后，全市126万
余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
期，秋收大幕徐徐展开。

苏稽镇

全市126万余亩水稻

■记者 赵径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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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进入收割期

机械化“唱主角”

本报讯（记者 张波 文/图）又到
一年丰收季，爱吃枣子的市民有口
福了。近日，在抖音短视频中，市中
区苏稽镇程 村的程昌才和女儿推
荐自家脆王枣的视频受到网友关
注。

8月 17日，记者来到程昌才家
的院子里，放眼望去，黄中带青的枣
子缀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程昌
才和女儿穿梭在枣树之间，冒雨提
筐采摘，准备装袋打包送到城区预
定客户手中。“我们的脆王枣是从数
十个地方品种中选育和杂交出来
的，抗劣性强、产量高，果形长而整
齐，果质味美、脆甜，是枣中珍品。”
程昌才自豪地说。

2000年底，程昌才通过芽变技
术嫁接枣树，并将品种命名为“脆王
枣”，种植面积达20多亩，每年8月
初至9月中旬枣子成熟时，络绎不绝
的市民、游客前往程 村采摘、尝

鲜，整个村子都跟着热闹起来。
程昌才并不满足于此，他亲自试

验，陆续研究茶叶、猕猴桃、水稻、鸡
枞菌等各种农作物种植、栽培技术，
并且毫无保留地将成功经验传授给
村民，经常无偿为村民提供苗株，他
也先后获得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
人、四川农村实用技术优秀人才、四
川省高级果技师等荣誉称号。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全国各
地一些单位邀请程昌才去做技能培
训或技术指导，近年来，程昌才减少
了脆王枣的种植数量，如今只剩下
不到100株，今年预计产量2000公
斤，销售价格为每公斤20元。“都是
周边市民和网友自己前来采摘，根
本不用到外面去卖。”程昌才笑着
说。

“刚去采摘了，真的好甜。”“个
大、核小、皮薄、肉脆，好吃。”吃过脆
王枣的网友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脆王枣成熟 等你来采摘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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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烘干的稻谷装袋

将刚
收割的稻
谷装车

机器收割忙

程昌才和女儿采摘脆王枣

本报讯（记者 祝贺）时下正值秋粮收获季节，
为准确掌握秋粮单位面积产量（以下简称“单产”），
近日，由国家统计局乐山调查队、市农业农村局以
及各县（市、区）统计局（国家调查队）相关人员组成
的粮食测产队伍，深入市中区剑峰镇石桥村的田间
地头，扎实有序地开展秋收粮食实割实测工作。

实割实测是搞准单产的一种国际通行方法，根
据粮食产量调查工作制度，秋粮品种中，主要针对
水稻和玉米开展实割实测。实际操作中，测产人员
严格遵照粮食产量调查方案制度规范操作，取样、
装袋、脱粒、去杂等环节认真细致，确保数据真实可
信。其间，国家统计局乐山调查队工作人员还进行
了无人机对地遥感测量，通过技术手段测量所选地
块面积，从而计算得出该地块的粮食产量。

连日来，全市175个粮食监测点实割实测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通过扎实开展秋粮实割实
测工作，可以及时准确地反映本地粮食生产形势，
推算出地区粮食生产总量，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端牢饭碗”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扎实开展
秋收粮食实割实测工作

来到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原——四川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登上海拔近4000米的查针梁
子，便是著名的“长江黄河分水岭”。黛青色山峦如
剑脊矗立，南山溪流长江、北坡水入黄河。岭下的
刷经寺镇壤口村人均收入已近2万元，阿坝州所有
牧区跨过了脱贫的“分水岭”，80多万各族群众过
上了美好的新生活。

81岁的牧民阿尔登步履矫健，将记者迎进新
居，端上热茶，聊了起来：过去“牛逐草走、人跟牛
走”，全部家当就是一顶黑帐篷。要吃饱、多养牛，
牛多了，连草根都会刨光。一说到壤口村，外面的
人总抱着一丝同情：“唉！山陡草矮，牛瘦人穷。”

如今的壤口村，虽然地处海拔3500米以上，疏
林草原仍是郁郁葱葱，因为69万亩草场中，有28
万亩禁牧、轮牧，38万亩实行草畜平衡。

牧场少了，牧民怎么还富了？带着疑惑，记者
沿牧道乘车来到壤口村牧民阿茸家夏秋季的远牧
点。没找到黑帐篷，却见到一排钢结构暖棚，其中
一间是放牧临时住房。

“现在是科学养畜，不吃亏。”阿茸端上一盘在
牧区原本难得一见的苹果和橙子，和记者算账：禁
牧、草畜平衡、湿地保护奖补金，每年有2万多元；
生态好了，草丰牛肥，牛奶喝不完，每年能卖好几万
元；政府引进牦牛良种、修巷道圈、建暖棚、派农技
人员，牛生病少、冬天不掉膘、出栏周期缩短了一年
半，200多头牛一年出栏达30余头。不算小项收
入，一年下来也有30万元左右。

为了提高畜产品附加值，推动全村共同富裕，
村里的党员带领大家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畜产品加
工、品牌、标准。党员桑建说，去年全村销售牛奶及
奶制品2000余吨，牦牛销售收入3700万元。

生态好了，还带动了旅游。到景区务工、开“藏
家乐”、提供骑马骑牛服务，牧民们“各显神通”。风
干肉、野生菌、酸奶，也都变成了“现钱”。

牧民泽华甲建过4次房子，第一次是柳条编
墙、外敷牛粪的“牛粪棚棚”，这几年修的是130平
方米的砖房。但他这辈子最骄傲的，是把一双儿女
培养成了大学生。绿色发展的成效，进一步坚定了
壤口村人“知识就是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信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坝州大力保护生态环境、
奋力发展生态经济，成效明显。1992年就到壤口
村支教的当地干部衡强感慨良多——如今，900多
人200多户的壤口村，人均寿命增加到70多岁，家
家都有小汽车，81人入党，在读大学生50多人……
这哪里还是他当年骑马去找帐篷小学的牧区！

“分水岭”上的涓涓细流，沿着白河、黄河，大渡
河、长江，奔腾入海。一个又一个“壤口村”，推动着
川西北高原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

（新华社成都8月17日电）

长江黄河
分水岭下牧业村之变

■ 新华社记者 肖林 谢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