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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原腹地! 豫东平原的周口"

($&&

多万亩良

田"粮食常年产量
)*+

亿斤左右"约占全省的
!,-

# 其

中"小麦产量占全省的
!,"

"它不仅养活了周口市
!+++

多万人口"还每年贡献出
"+

亿斤以上"通过周口港这

条大通道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周口小麦香飘万里"

周口也因此成为中原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

作为河南第一产粮大市%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

周口全市拥有
$%-

个粮食仓储企业 &粮库'" 总仓容

!+$.+%

亿斤"年最高总储量突破
-+

亿斤$ 周口承载着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默默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原大粮仓)#

周口是河南夏粮生产的缩影" 小麦播种面积%单

产%总产等多项指标均居全省前列# 据新华社报道"河

南生产的小麦" 平均每
"

粒多就有
!

粒出自周口"全

国小麦每
$*

粒中就有
!

粒来自周口#

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多次表

示"周口的夏粮总产量多年来都位居全省第一"农业

是周口的形象"粮食是周口的品牌# 维护粮食安全是

周口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的政治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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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周口一代又一代人#

夏季来临"三川沃野到处呈现出一派田园诗意"勾

起的是无数人的回忆#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当布谷鸟最后一声啼

鸣消失在田野的时候"村头的小麦便泛起鹅黄的波涛"

麦收的季节快到了#

这时候" 老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在田间地头穿梭"

他们寻一个最长的麦穗在掌心揉碎"(噗)一声"麦壳离

手"手心便留下一摊麦粒# 老人们仔细数着"放进嘴里

嚼着"盘算着今年的收成"一脸得意#

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 蝉儿也玩命般的叫起来"

提醒人们该收麦了#这时候"进城务工的男人给工头请

了假回来了"支起磨刀石"磨镰霍霍*清闲了一春的老

人找来草帽"帽沿散了用针线纳一纳$女人们则蒸好馒

头"煮好咸鸭蛋"为夺取三夏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好后勤

保障$

如今"虽然机械化作业早已取代了人工收割"但"

三夏时节"依然是农民最忙的几天"不仅要抢收"还要

抢种$土地"总是把丰收回馈给最勤劳的人"世世代代"

年年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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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人从五谷中获得温饱$

谷物作为中国人的传统饮食" 一直是老百姓餐桌

上不可缺少的主食"不管(五谷)的概念怎么演变"小

麦始终处于五谷的重要位置$

远古时期"人祖伏羲氏就定居中原"教人植五谷!

兴农事!知耕稼!结网罟!养六畜"成为我国传统农业

的创始人$ 从那时起"人们就有(储蓄以备应急之需)

的意识$

除了人祖伏羲氏的传说外"离淮阳县城不远"还有

一座叫五谷台的庙宇" 是当地一处有名的人文景观$

传说这里是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 播种五谷的地方$

据传说"神农时代"人口渐多"炎帝就教人种植五谷"以

充腹饥"并把谷粒分为
*

种"分别起名为稻!黍!稷!麦!

菽$ 谷粒味美可口"天下人争相种之$

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
*+++

多年"我们看到"当别

的地方还处在蛮荒时代时" 我们的先民已经在周口这

片土地上迈出了东方文明的第一步$

五谷台所在的村庄就叫五谷台村" 村民早已习惯

了种植小麦$也许是千年的传承与沿袭"周口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农业发达之地!粮食主产区$ 时至今日"周口

依然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市$

(南风原头吹百草!草木丛深茅舍小"

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

老翁但喜岁年熟!饷妇安知时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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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过后!小麦飘香"

对于周口这一传统农区而言! 每到这个时

候! 小麦总能拥有最高的关注度# 每到这个时

候! 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也会最强烈地

迸发出来"

定位为都市报$很少进行农业报道的%周口

晚报&从
,2+3

年麦收之际!开始把笔触伸进田

野!把镜头推向麦田!连续两年推出了周口三夏

特别新闻策划'''%麦香&$%黄土地&系列报道"

伴随着缕缕麦香!一篇篇饱含深情$浓墨重彩的

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在我们

身边演绎千年! 熟悉到几乎让人漠视的周口农

耕景象能通过报道重新点燃我们的激情( 或许

这是一份美好的回忆! 或许这是一份深情的眷

恋!或许更多的是一份难舍的乡愁)

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成就了我们脚下这片厚

重的土地" 而如今!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引以为

傲的不再仅仅是历史"在粮食生产上!地处黄淮

平原腹地的周口市在河南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特别是近年来!周口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周口*粮仓+年年增高!牢牢筑起了

*中原大粮仓+之根基"

又到一年麦香时!今年!我们的记者将继续

走进田间地头!聆听乡音!关注三农"今年以%大

粮仓&为名!展开连续报道!延续我们的三夏新

闻纪实!续写周口农业的宏大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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