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楼县：人勤春早备耕忙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赵良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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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万事之首当属农。连
日来，石楼县的田间地头已是一派春忙的景
象，打草机和秸秆机首当其冲地为这个春天
的生产拉开了序幕。农户们正用自己的辛苦
劳作，期待着今年能有好的收成。

早春三月，大山里的早晨依然很冷，但
30多岁的刘侯平依旧起了个大早，今天他要
去三十里以外的义牒镇成家塔村为村民收割
去年的玉米秸秆，也叫“打草”。

刘侯平是个地地道道的种田人，这两年，
他凭借这台拖拉机一直在为远近几十个村的
老百姓春耕秋收，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机
手”。

记者和刘侯平一道，经过近半个小时的
车程，终于在太阳出山前赶到了目的地。一
到地方，刘侯平就马不停蹄地开干了，只听见
一片机器发出的声音和秸秆被搅碎的声音混
杂在一起，一阵灰尘间，隔一会就滚出一个由
玉米秸秆压缩的圆柱体。

“地形好的打的多，地形不好的打的少，
总的算下来，一年我能打一千多亩呢。像咱
们今天的这地形，一上午我能打十六七亩，有
半个月就打完了，到时候大家就能春耕了，啥
也不耽误。”刘侯平向记者坦言道。

沟里秸秆“打草”，山上秸秆还田。在该
县东部罗村镇泊河村的山顶上，国辉农牧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王国辉正带领着几十台拖
拉机分片进行秸秆还田作业。由于山上日照
时间长，土层基本已经解冻，所以这也是他们
合作社今年为春耕开始做的最后一项准备作
业。

“我们合作社到现在总共的承接面积差
不多五万亩，目前合作社一共有 110 台耕地
机，有五十多台正在进行秸秆还田作业，再有
15到 20天秸秆还田就完了，到时候就能耕种
了。”王国辉说。

据了解，石楼县属于纯农业县，全县现有
43 万多亩耕地和 460 多台拖拉机。目前，它
们正分布在各个田间地头，为今年的春耕生
产做最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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