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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一辈农民不同，小龙兄弟俩对经
营农业和职业生涯规划有自己的想法。

“不适应就会被淘汰。我第一次到江
苏收小麦，那里是旱地，地面不平，但收小
麦需要低茬粉碎，我当时缺乏经验很容易
铲到泥巴导致收割机故障。别人都能做
你为什么不能呢？当然要想办法去适应
它，多看多琢磨，慢慢的就会了。”小龙说，

“现在社会讲究高效率低成本。比如今年
农产品价格低，我控制了成本利用机械提
高效率，别人可能亏，但我不亏，别人挣两
三万的时候，我可能挣六七万。不懂把控
这些就亏大了，这些也是我出去学到的。
认知多了，赚钱的地方就多，认知少了钱很
难挣。”

“这几年跨区作业，一年能赚 5万到 15
万不等，加上家里合作社的经营所得，收入
还是很可观的。”小龙表示多劳多得，兄弟
俩对未来生活信心满满。他们现在趁着年
轻，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人脉和技能，在未
来他们可以经营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继
续跨区作业，也可以开展农机维修业务，每
一项都能让他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稳
稳立足。

采访的最后，小龙分享了自己的赚钱
心得：“开拓一条新的路必须挖掘，不懂就
学，不能死干，到处学，经验多了弯路就少
走了。”

有认知才能赚钱

化州有对“铁麦客”兄弟
天南地北追赶丰收

锤子、扁凿、快速扳手、接杆……这两天，家住
化州市笪桥镇山华村的小龙拿出整套工具，开始买
配件保养农机，准备旋田插秧了。他还要忙里偷闲
为自己的“好搭档”——一台“洋马”牌联合收割机
来一次全身大体检，因为清明节后，他将和哥哥小
董开启长达半年的风餐露宿，天南地北，收割一片
片“金黄”。

麦客，曾是北方农民结伴外出，帮人收
割小麦的一种打工方式，是辛苦的代名词。
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手
成为了现代麦客，也被称为机械麦客、铁麦
客，现在虽然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也是
赚的辛苦钱。

“我们都是睡卡车上，不睡旅店，习惯
了。”小龙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外出跨区作业
时睡的“床”，是卡车驾驶座后面一张约50公
分宽的卧铺。为了抢收，他们经常开夜车，
试过连续开1000多公里，两人轮流开车和休
息，车就是他们移动的家，饼干和泡面也是
他们必备的干粮。

去年，小龙兄弟俩和 6 位同伴开着 4 辆
装载着收割机的卡车，组成了一个跨区作业
收割队远赴江苏、河南、四川等省份，主要收
割水稻、小麦。“收小麦是非常赶的，如果天
气预报说有雨，即使不睡觉也要赶在雨来之
前收完，因为小麦一旦被雨淋了就会发霉。”
小龙说，抢收很累，但赚的也会多点，抢收时
每亩收费 100 元，拼的时候一天能收 100 多
亩地，算算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夏天在四川收水稻，热到不想穿衣服，
差点中暑。四川的农田也最考验技术，有
的地方很软有的很硬，容易陷车‘趴窝’。”
小董向记者介绍外出作业的经历和搭档的
重要性，“收割机盲区范围大，搭档很重
要，两个人要配合默契，一个负责开收割
机，另一个负责地头指挥，就如同一个人的
双手和眼睛。”

“忙完自家春耕后，田间管理就交由父
亲打理，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到外面跨区作
业挣钱。外出除了能赚钱，还能看遍全国各
地的美景，更重要的是能学到很多新的知
识。”小龙说出自己选择当“铁麦客”的初
衷。“我们是干农业的，外出收割的也是农作
物，我可以向外省的一些大户讨教怎么管理
和经营，经济作物虽然不同，但是方法可以
用上。比如说植保无人机的使用，以前只知
道用于喷药施肥，但外省的农户利用它来吊
运，还能夜间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购
买收割机选有底盘升降功能的，就能干更多
别人干不了的活。在外面我学到了各种各
样的知识和经验，不出去是不会知道的。”小
龙感慨地说。

能挣钱能学习

“机收减损之星”“全省农机使用一线
‘土专家’”“起动电路检修技能比赛一等
奖”“最佳学生”……在小龙家大厅的一个
玻璃柜上，记者看到了他和他哥哥弟弟获
得的各种荣誉和奖状，这些也是他们敢外
出作业的“底气”。

谈起自己和农机的缘分，这位 1999 年
出生的小伙子眼睛熠熠生辉。“我家祖祖辈
辈都是种田的，生活很困难。以前都是靠
牛犁田。”读小学四年级时，小龙的父亲花
8000 元买了一台微耕机，对于这台比牛犁
田效率高不知道多少倍的农机，小龙非常
感兴趣，有时间就偷偷捣鼓研究。后来家
里成立种植合作社，购置的农机越来越多，
他对各种机器也越来越熟悉，农机出现小
问题时自己就能动手修好。为了学到更专
业的维修技术，初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到茂名的一家技工学校的汽修专业就
读。因为对机械的热爱和对外面世界的向
往，2019年，小龙和搭档第一次踏上跨区作
业的奔波之旅。在他的影响下，在外打工
的哥哥也回到家中帮忙经营合作社，第二
年开始兄弟俩结伴外出作业。

“周围十几公里，谁家的车或农机出问
题一般都会找小龙帮忙。”小董对于弟弟的
技术非常有信心，在当地农机手圈子里，小
龙是最年轻的那个。虽然年轻，但小龙已
经是小有名气的老师傅，外出时更是凭着
自己过硬的维修技术帮助收割机队度过一
个个难关。

热爱才能做好

扫一扫 看视频

操控无人机进行稻田施肥作业。

熟练操作农耕机在农田上作业。

展示获奖证书。

检查保养农业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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