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见到老机手支玉良时!他从驻

马店泌阳割麦刚回到周口!正在周

漯路旁检修机器"

#俺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多

亏了农机" $当得知要采访麦客!支

玉良毫不谦虚地说记者 #找对了

人$%

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夸张" 早在

!"#$

年!支玉良高中毕业后!参加

完农机培训!就成了商水县农场收

割机手"

%""&

年!支玉良就成了最

早的&机械麦客$中一员%

从苏式收割机'割晒机 '自走

式收割机! 到新疆
'

号联合收割

机!支玉良与收割机&打交道$整整

("

年" 多年来!支玉良早已养成一

个习惯!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停在院子里的收割机!然

后用毛巾轻轻地擦去上面的浮尘!

像侍弄小孩一样每天给它 &洗洗

脸$'&擦擦身$"

支玉良对收割机的深情 !还

&传染$给儿子支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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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

伟光高中毕业!当年就子承父业成

为收割机手" 如今!在父子俩的共

同努力下!支玉良开了家收割机修

理铺! 并且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

社!社员达
(&

多人" &我目前主要

负责联系收割!保证机手去了有活

干" 再一个!收割机一旦出了毛病!

随时修理" $支玉良预计!今年平均

每名机手收入三四万元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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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城市国福农机专业合作社!记者见到了合作

社负责人年国福"

年国福今年
)6

岁!收割机已经开了
'&

年"

%"")

年!年国福倾其所有买了台新疆
'

号联合收割机" 当

年!他响应跨区作业号召!驾机从驻马店'商丘!到菏

泽'聊城!一直开到秦皇岛" &那时!活多'机器少'割麦

价格高!割一天麦就能挣万把块" $年国福很快就发了

家"

尝到甜头的年国福!并没有因此而止步" 次年!他

利用前期积累的资金!承包了
6&

亩土地" 然后!通过

滚动式发展!目前他所带领的合作社!土地承包面积

达到
)&&&

亩"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运作模式是!先用

收割机干完自己的活!然后再抱团出去闯市场" $年国

福坦言!尽管现在收割机保有量增加不少!但他们积

极适应新形势!收入照样可观"

年国福作为机械麦客的典型代表!他的发展模式

值得借鉴"

!一群塬上的候鸟"由西向东"从南到北"逐黄而飞# 八百里秦川旷野"回荡着一曲西部歌谣# 镰刀闪着银光"从刀尖滚落"

是裹满乡愁的汗水# 麦客们拒绝绿色"黄的土地黄的河流黄的麦穗"黄的草帽黄的皮肤黄的梦寐$$%诗人曾这样描述早期的

镰刀麦客&

在昔日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每逢麦收来临"全家老少齐上阵"人手还是紧张& 于是"镰刀麦客就来了"一批批的&

如今"农机盛行& 在效率面前"这种古老的职业"正被开着收割机的麦客一茬茬地收割殆尽"淡出这个时代&

时下"!三夏%大忙& 气概豪迈的机械麦客似!现代候鸟%追逐麦浪而来"三川沃野正上演一场蔚为壮观的!机收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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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迁!&镰刀麦客$背影

已经远去!&机械麦客$正驾机向幸

福出发(

$

月
(!

日!天沥沥地下起了小

雨!商水县城关乡远通寺村旁的麦

田里!机车轰鸣 !仍是一派收割繁

忙景象%

&这麦客水平不一般! 麦茬割

得浅!这样农民好种庄稼% $伴着机

器的轰鸣声!商水县农机局副局长

徐红旗禁不住赞叹道%

&那是!俺当家的!割麦已经割

了
!8

年!光收割机就换三茬了% $

在一旁用测量仪量麦地面积的李

翠 )音*! 操着异地口音骄傲地接

话%

李翠头戴遮阳帽! 面带纱巾!

腰挂背包 ! 一身典型的麦客职业

装% 家住湖北荆门的她!这次是陪

丈夫王家国一起出来收麦的% 王家

国负责收割!她测量面积'收钱%

#以前出来割麦雇个司机 !但

现在车多'活少 !雇人每天至少得

多花
'&&

块%为节省开支!今年我们

夫妇俩一起出来了% $李翠说!#在

这干几天!我们准备直接去濮阳市

清丰县!车到了那里才开镰 !可以

多干几天活% $

问及收入 ! 王家国算了一笔

账% #一天不加班的情况下!保守地

说可以割
8&

多亩! 割一亩地平均

*&

元钱! 这样一天可以收入
$&&&

元左右% 割麦也是虎口夺粮!黄金

时间不多% 保守计算!一个麦季除

去运费等方面的开支!挣个两三万

元!应该没有问题% $

言语间!王家国夫妇流露出幸

福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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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叫麦客+ 麦客原意是指流动

替人割麦子的人% 市农机局管理

科科长薛兴华则把麦客比作追逐

花期的#千里养蜂人$,一到五黄六

月关中麦子黄透季节!全部行头仅

一把镰刀'一顶草帽'一个口袋的

麦客!便候鸟般飞越关山!汇成八

百里秦川蔚为壮观的麦客大潮!堪

称中国西部最原始的劳务输出%

地处中原腹地的周口 ! 事实

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艰苦的麦

收季!村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唤麦

客的到来%

对此!家住商水县化河乡任庄

村的高六深有体会,那时农民割麦

都用镰刀! 半夜三更摸着黑就下

地% 轧小麦得挑最热的天!还必须

是晌午头!顶着烈日把麦子翻了一

遍又一遍! 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

了湿% 轧场要套上黄牛!用石磙一

圈圈地轧! 一天也轧不了两亩麦%

再就是起场'堆麦粒 '扬场--麦

糠尘土满天飞! 迷得人睁不开眼%

过完一个麦季少说也得二十几天!

人晒得要脱层皮(

&在累得连站的力气都快没有

的时候!如果有麦客来帮忙!自然

是件十分惬意的事$%

专为麦客制作的服务卡

麦客协助清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