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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傍晚 7 时许， 太阳慢慢卸下了光芒， 凤台
县岳张集镇六院村的一处麦田旁， 种粮大户徐怀彪骑着
三轮车， 将热乎乎的盒饭送到儿子徐棒棒和工人们手中。

“先吃饭！ 吃完了再接着干！” 徐怀彪和徐棒棒站在
田埂上， 一边迅速扒着饭， 一边望着已经收割了一大半
的麦田， 紧锣密鼓的夏收工作以来， 这成了他们一天中
难得的放松时间。

“这几天我们天天都关注天气预报， 周末要下雨，
所以现在每天都在抢收， 一定要在周末之前把麦子全部
收完！” 徐怀彪抓了一把麦粒告诉记者， “现在的麦粒又
亮又饱满， 淋雨后容易霉变， 即便是烘干后效果也没那
么理想。 家里的两台大型收割机目前连轴转， 每天能收
200 亩麦子， 连着好几天每晚都忙到 10 点左右。”

徐怀彪是当地出了名的种粮大户， 一门心思都在如
何种好田、 夺高产、 多增收的事业上。 2011 年， 他成立
了凤台县怀彪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并把农业服务的触
角延伸到乡亲们的田地里。 女儿徐甲甲和儿子徐棒棒毕
业之后， 本在外地都有稳定的工作， 在徐怀彪的劝说下，
两人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扎根田间。

在仓库旁边的烘干作业区， 徐甲甲熟练地操作着烘
干机， 金黄的麦粒蹦跳着“钻” 进了烘干机， 干燥而出。
整个白天， 徐甲甲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烘干机旁， 操作
机器的同时监测各种数据。 她告诉记者， 每天两台机器
工作 8 到 10 个小时， 可以烘干 90 吨麦子。

记者看到， 仓库的外侧是面积约 20 亩的水稻育秧基
地， 秧苗可以满足 3000 亩的水稻种植， 其中有 1500 多
亩是周边村民的。 空闲的时间里， 徐甲甲既要查看育秧
情况， 还要操作植保无人机播撒农药。 “忙完小麦抢收，
就准备水稻插秧了。”

“农业发展得后继有人”。 这是徐怀彪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他向记者感慨： “土地能让人看到希望。 站在地
里看着丰收， 那种开心与骄傲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
希望孩子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赶得及赶得及！ 估计还有三四天就能全部收完
了！” 麦田旁， 短暂的晚饭时间后， 徐怀彪与徐棒棒心照
不宣地点点头， 各自麻利地钻进两台收割机驾驶室， 轰
鸣的机器声很快再次响起。 夜幕降临， 一直陪伴他们的，
是收割机上方耀眼的灯光， 一辆辆搂草机和打捆机紧随
其后， 忙碌不停。

时针渐渐指向晚上 10 时， 收割机的齿轮咬合着成片
的麦穗， 发出美妙的韵律， 在麦香弥漫的田野上奏响了
丰收的交响曲。 徐怀彪看着前方驾驶室里神情专注的儿
子， 黝黑的脸上露出安心又欣慰的笑容……

本报记者 陈 彬 付莉荣 摄影报道

徐怀彪带着家人在夜幕中抢收小麦， 确保周末降雨到来前完成 1400 亩小麦种粮抢收任务。

徐怀彪一家在麦田里吃盒饭， 利用夜晚抢收小麦。

徐徐怀怀彪彪组组织织搂搂草草机机清清理理麦麦秸秸秆秆进进行行回回收收利利用用。。

徐怀彪查看小麦烘干机内燃料自动投放情况。

徐徐怀怀彪彪查查看看育育秧秧基基地地秧秧苗苗长长势势。。

徐甲甲操作植保无人机， 为 20 亩育秧基地秧苗喷药除虫。

徐怀彪利用收割间隙， 为收割机进行养护。

徐棒棒操作收割机抢收小麦。

徐怀彪利用烘干设备， 对小麦进行烘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