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种秋收大变化 
———改革开放 40 年我市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微观察 
 

秋高满地金，润风燕啄稻。  

晚稻收获季节，一块块稻田将大地晕染成一片金色。在卢市

镇大桥村 3 组，一辆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吞进一茬茬成熟的

水稻。  

“镰刀很久不用，已经生锈了。”该村一户农户的话语中折

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所取得的成果。40

年间，我市农业生产由依靠人力畜力的低效益生产方式转变为依

靠机械的高效益生产方式，在播种、管理、收获、加工等各个环

节均实现了机械化。  

当传统的生产方式被先进的机械所取代，石磙、犁、板车等

一批具有时代记忆的生产工具如同生锈的镰刀一样，被封存进历

史的博物馆。  

“这是扁担，那是犁。”9 月 21 日，在石家河镇新建制村石

岭村（原姚岭村九组），80 岁的村民倪水香向记者展示了放在墙

角的这批老“家当”。  

据老人家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打田耕整机开始在农村

广泛运用，这是老人家记忆中最早看到的农业机械。  

“以前每到双抢时节，背都会晒得像乌龟皮一样。”双抢是

在一年中最热的 7-8 月份，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播种晚稻，是农

村最繁忙的季节。  

“最忙的时候凌晨一两点就起床了，太阳最烈的时候也不得

空休息，有人被晒得晕倒。现在好了，有了收割机和插秧机，不

用再受罪了。”倪水香说。  

农业机械化将农民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一部分

农民流向城市，同时也促进了一批种植大户的崛起。  

拖市镇何场村 7 组村民何文杰今年 50 岁，是村里的种植大

户，2015 年以来，他流转了 500 亩土地，主要种植马铃薯、白

菜、甘蓝、娃娃菜等经济作物，每亩田收益可达 2000 元。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何文杰还是一个只种植了两亩责任田

的小农户。农忙的时候，何文杰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农活。一年

到头，田里收益少不说，还欠下了外债。  



“那时候真没想到我现在能种这么多田。”背靠着鸿远农机

专业合作社，何文杰给家里添置了小车、修建了新房，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鸿远农机合作社成立于 2008 年，现在拥有各类农机具 300

台（套），社员 342 名，专业为社员提供农田机械耕整、播种、

植保、收割等服务。何文杰便是合作社社员之一，“与合作社签

订了协议，合作社为我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平时我只用进行田

间管理。”  

鸿远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市大

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我市农业机械仍由集

体经营。农户和联户要求购买的农业机械不断增多，1982 年，

省政府发文允许私人购买农业机械。  

2006 年，我市出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形成了以农民个体

投入为主、政府适当补贴为辅的投入格局。自此，我市农机化水

平得到空前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市农机服务组织达 184 家，

农机拥有量 16.6 万台（套），农机从业人员达 13 万人。  

华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前身石河农机服务队，是当时应运而

生的一家专业农机合作社。2006 年，合作社理事长吴华平联合

邻村几个有农业机械的农户成立了石河农机服务队，专门提供水

稻机插秧服务，最初拥有 14 名农机手。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后，为推动服务

队专业发展，吴华平找到服务队队员商议，召开成员大会，选举

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理会。2009 年，华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挂牌成立。  

发展到现在，合作社由提供单一机插秧到全程机械化作业服

务，拥有农机装备总量 460 台（套），农机手 54 人，服务范围拓

展到佛子山镇、九真镇等全市 12 个乡镇，并跨县市到钟祥市、

沙洋县，跨省到四川省内江市、河南省信阳市等地。  

34 岁的姚凡是华丰合作社的农机手，2008 年加入合作社。

“做农机手一年收入有 7-8 万元，最忙的时段在 5-7 月份，忙过

这几个月，其余的时间由自己安排，比到外面打工强多了”。  

近年来，我市把加快农业机械化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积极引进推广农机新技术、新机具，不断完善农机服务体

系，切实提高了我市农业机械化水平。2017 年，我市被农业部



评为全国第二批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  

由“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劳作不得闲”到“耕地不用牛、

收割不用刀、喷药不下地、栽秧不弯腰”，农谚的变化正是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市农业机械化发展给农民带来实惠的真实写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