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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夏粮收购 工行周口分行推出“粮食收购贷”
六月麦收，夏粮收购。工行周口分行

积极响应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全面做好
夏粮收购金融服务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为确保粮食收购黄金期内按时归

仓， 工行周口分行针对粮食收购资金需
求“短、频、急”的特点，创新推出“粮食收
购贷”。“粮食收购贷”有效满足粮食收购
经纪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收购粮食的融资需求， 手续简
便，随借随还，期限时长可达半年，单户
融资额度不超过 300万元，融资额度 50
万元以下者与中储粮交易的免担保。 目
前， 该行已开通夏粮收购信贷业务绿色
通道，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
则，在符合本行贷款调查审批前提下，迅
速完成评级授信和贷款业务审查审批。

依托网络融资业务线上自主办理、 便捷
高效、随借随还、全面线上操作，进一步
提升小微客户便捷获贷水平。

在此基础上，该行结合农村市场、农
户交易特点，推出服务“三农”的特色主
题借记卡———福农卡； 出台专项结算套
餐，为农民、涉农企业提供“一揽子”惠民
惠企结算服务； 组织金融服务团队携带

便携式智能柜员机， 深入农村为客户办
理开卡业务和注册网上银行等业务。

工行周口分行始终秉承 “人民所
需 金融所能 工行所长”理念，深耕“三
农 ”领域 ，依托 “粮食收购贷 ”“种植 e
贷 ”，以金融 “活水 ”助力农业稳产增
产、农民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事业贡
献“工行力量”。 ②25 （李玉 闫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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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超驾驶收割机收麦

在中国北方 ， 以收割麦子为职
业的人被称为 “麦客 ”，“麦客 ”早在
明清时期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记

载 ， 这些人大多体力较好 、 技术过
硬、勤奋肯干。 “麦客”的存在缓解了
部分农户在夏收时节面临的时间

紧、任务重与人手不足的困境。因各
地小麦成熟差异性 ， 如一般从南往
北逐渐成熟 ，所以 “麦客 ”中一部分
家住小麦晚熟区的 ，便由南向北 ，一
路收一路走 ，等回到自家门前 ，家里
的麦子也熟了 ； 一部分家住小麦早
熟区的，收割完自家麦子 ，再前往小
麦晚熟区收麦。他们成群结队，有的
兄弟同行 ， 还有的父子同行又或是
夫妻相随 ，到产麦区 ，寻人雇佣 ，替
人收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

如今， 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每
年都有大量收割机走南闯北收割小

麦，又叫跨区机收小麦 ，由于他们和
“麦客”有着相似点，便被称为“麦客”
或“现代麦客”。

朱敬超，兰考县■阳镇人，34 岁，

2008 年开始，每年麦收季节，他都会
跟随乡亲一起开着收割机走南闯北

收割麦子。 向南，朱敬超最远到过南
阳；向北，朱敬超最远到过保定。

5 月 22 日 15 时， 朱敬超与妻子
带上临时雇的司机和帮手，一行四人
开着两台收割机从家出发，向南踏上
了新一季的麦收之路。

5 月 23 日凌晨 3 时， 行驶约 13
个小时 ，行程 500 多公里 ，朱敬超来
到麦收第一站———南阳唐河。 刚休息
了 1 个小时，朱敬超就被当地的农户
叫醒，带到麦田里开始收割小麦。 当
晚 19 时，由于下雨，朱敬超只好停止
作业等待天晴。

5 月 24 日 10 时，天气放晴，朱敬
超进入麦田继续收割， 直到深夜，朱
敬超才停止收割。

5 月 25 日 4 时，当地的农户又来
到朱敬超的收割机旁，催促朱敬超下
地收割小麦。

由于阴雨天气，朱敬超说：“在唐河
的 6天时间里，干了 3天，歇了 3天。 ”

5 月 28 日深夜， 由于天气原因，
朱敬超驾驶收割机一路向北，来到麦
收第二站———周口市淮阳区。

5 月 29 日、30 日， 由于周口连续
多天的降雨 ，小麦湿度较大 ，田间泥
泞，朱敬超的收割机一直无法下地作
业。 5 月 31 日下午，收割机终于可以
下地收割了。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朱敬超几乎都是在收割机上度过的。
朱敬超从 4 时开始下地收割小麦，至
深夜停止收割，休息三四个小时又开
始新一天的收割作业。

经过收割三天后 ， 又开始下雨
了，正在田间忙碌的朱敬超只好停下
来。 查询了淮阳区未来几天的天气情
况后，与妻子商议 ，夫妻俩商议后决
定启程回兰考。 因为家里的麦子也到
了该收割的时间，家人已经多次打电
话催促。

6 月 5 日，记者联系朱敬超，他告
诉记者：“我这几天正在家里收小麦，
家里的小麦收完以后，会根据情况到
山东德州或河北邯郸收麦。 ”②2

兰考来的“麦客”
□记者 刘俊涛 文/图

朱敬超与妻子的临时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