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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完成土地互换后，何洪涛
带领烧坊庄子村的村民成立农业专
业合作社，一心搞植棉。在滴灌节水
技术加持下，棉花产量节节攀升，但
人工采摘成本也在逐年走高，农业
机械化已成大势所趋。

何洪涛所在的合作社配有中小
型农机，可动辄数百万元的采棉机
却是个昂贵的家伙什，他决定把繁
重的采收业务全权委托给农民韩波
领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韩波是沙湾最早购买采棉机的
人。2008年，他斥资200多万元买回
沙湾第一台进口采棉机，可农民对
这个长着一排“大钢牙”的“铁疙瘩”
并不买账，“第一年只采了1000多亩
地，相当于用200多万元的机器挣了
10万元，只挣回个贷款‘利息’。”

为推广机器采棉，韩波到处“巡
演”，可他很快发现，外国采棉机真
的“水土不服”。韩波说，某国外品牌
采棉机，设计时车体“前重后轻”，

“只在国外的大农场里面开看不出
来，可我们经常要驾驶着采棉机跨
区作业，一上公路就出状况了，比如
路上遇到突发状况踩一脚刹车，车
屁股就翘起来，车就栽头了。”

在机耕队长大的韩波，打小喜
欢和机器打交道。他在推广采棉机
时发现，棉田一旦失火，救火难度很
大，烧毁一台几百万的采棉机，足以
让一户普通农家陷入困顿。学过机
修的他查阅大量电气化、机械类图
书，用坏一堆材料做实验，最后做出
一个大胆尝试：在采棉机车尾大梁
上加装一台水箱，再连接一个消防
水泵，驾驶员发现火情就能第一时
间自主灭火，水箱重量还解决了车

体前重后轻的问题。
此后，国外采棉机企业专程派

人到沙湾实地调研他的改装，并最
终采纳了他的设计。2014年，这家采
棉机制造商还邀请韩波到国外的生
产基地考察，征求他对改良采棉机
的意见建议。

在国外时，他发现外国棉农已
大规模使用打包式采棉机（俗称打
包机，采收完棉花后直接打包），而
新疆还在进口技术相对落后的箱式
采棉机（俗称散花机）。韩波一回国
就研究起如何将散花机改造成打包
机。他说：“市场对棉花的质量要求
越来越高，国内轧花厂很快也只收
打包机采的棉花。”

2020年，韩波和江苏一家企业
合作，成功将散花机改造为打包机。

“经过三年试验，改造后的机器已经
达到进口打包机的效率。”他说。

目前，仅沙湾就拥有采棉机
540 余台，自 2016 年起沙湾棉花机
采率就超过97%。去年，新疆共投入
近 7000 台采棉机开展机械化采棉
作业，棉花机采率达85%以上。

凭着一股钻劲和韧劲，韩波和
他的团队仍在不断地改造从播种机
到打药机、采棉机等各类农机。他们
的设计已获10多项专利，极大提升
了棉花种植效率。

在棉花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种
植后，何洪涛、韩波等一批批普通的
新疆棉农又试验起智能化田管模式，
与研究机构共同申请科研项目，帮助
当地中职院校组建智慧农机专业，一
张新的蓝图正在他们手中绘就。韩波
说：“种棉花的都已是职业农民，农业
更多的是管理，而不是苦力。”

◆高手在民间
时间倒回20年前，何洪涛正在烧坊庄子村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那时，村子里地块分散，地块之
间相距较远，还有高高的田埂为界。耕作起来费
工费时，还容易引发村民间的矛盾。

就在何洪涛陷入苦恼时，距离烧坊庄子村几
十公里的地方，一个名叫下八户的村子，正掀起一
场“土地互换”大潮。

当时，滴灌技术在新疆推广应用并发展，时任
四道河子镇下八户村党支部书记的赵金财发现，
土地分散已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全村上万亩
地，分成了一千多个地块，耕地、浇水、管理都不方
便，矛盾层出不穷。”赵金财埋首国家法律法规，查
明整合农村土地资源的政策依据。

村委会决定用46公顷机动地做滴灌节水技
术应用示范。在这块集中连片的土地上，滴灌效
果尽显，村民最关心的棉花亩产比在分散地块种
植多了100公斤。秋收时节，棉花增产丰收的消
息传开，村民们一个个跃跃欲试，期待着下一个春
天早点到来。

2005年初，下八户村在征求多数村民意见的
基础上作出决定：全村进行大规模土地互换。七
零八落的上千块土地，改造成一块块“大条田”。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仅仅一年后，换地
成果显现：全村亩均节水400立方米、棉花单产增
加150至180公斤，人均增收300多元、节省劳动
力约50%。

下八户村的探索引来自治区政府甚至国家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上级下派多支调研组实地考
察后，肯定了赵金财的做法，沙湾也出台相关政策
文件支持土地互换。

2006年春天，何洪涛慕名叩开了时任四道河
子镇土地互换办公室主任赵金财的门。“老书记
给我算了换地账，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何洪涛
说，下八户村“千人同其力”的故事，激发起大量
农村群众的创新与合作精神，南北疆多地农村都
在自愿、公平的原则下，探索起包括土地互换在
内的更科学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让脚下的土地
焕发新活力。

◆千人同其力

何洪涛带领的合作社位于
大泉乡烧坊庄子村，共有 2 千
多公顷棉田，要管理好这些地，
他要倚仗“田管家”。“田管家”
是合作社的中坚力量，每人都
掌管着数千亩地，“50后”哈萨
克族棉农哈衣绕拉·铁尔扎是
其中之一。

清晨，66岁的哈衣绕拉开
着一台拖拉机往棉田拉运农
资。当上棉田里的大管家，他
感到很骄傲。

“我手下有七八个人，都是
这里的村民，管着1500亩地。”
哈衣绕拉得意地说。棉花播种
前后，他和同伴忙着安装连接
泵房和滴灌带的一整套供水系
统，由于每一个水闸都安有传
感器，哈衣绕拉用一台手机就
能监测灌溉水流量、控制阀门
开关。

从哈衣绕拉管理的棉田向
南望去，可见绵延起伏的天山
山脉，终年不化的积雪、线条硬
朗的山脊、若隐若现的云杉，像
一幅气势磅礴的风景画。一台
高大的机器正按照北斗导航设
计的路线笔直地行进，车尾安
装的自动化播种设备将透明的
薄膜、黑色的滴灌带、红色的包
衣棉籽，一并整齐地埋进褐色
的泥土里。

哈衣绕拉从事棉花种植
四十载，棉田里飞速的变化让
他感叹不已，“科技发展得很
快，机器采、机器播，大大减轻
了劳动负担，提高了产量。”他
回忆说，过去，棉花产量低，工
作辛苦，利润微薄。如今，他
家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可以领
分红，他担任“田管家”又有稳
定工资收入，一家人早已过上
小康生活。

哈衣绕拉的植棉生涯也是
新疆植棉业的缩影。1952年，
沙湾首次试种棉花，种植面积
仅有 1 公顷多，现在已有超过
10 万多公顷。统计部门数据
显示，2023 年新疆棉花产量
511.2万吨，总产占全国九成以
上。至此，新疆棉花的面积、单
产、总产、商品调出量已连续
29年居全国第一。

◆“50后”新农人

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张晓龙 阿曼 尹星宇

“微雨过，何处不催耕。”51
岁的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何洪涛等来晴好天气，便一
早钻进了棉花地。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
产区，何洪涛的家乡沙湾市是
新疆主要的产棉基地。在这
里，记者追随资深棉农何洪
涛，探寻一朵朵新疆棉花背
后，一个个平凡劳动者书写的
不凡故事。

植棉天山下
——新疆棉农的奋斗故事

2024年4月19日，在新疆沙湾市，农民准备用播种机播种棉花。 新华社记者 阿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