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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客在我市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他们是在本地农村劳动力从一产转移到二三产，以及种粮
大户成为农业主力军而农业机械尚未普及的大背景下派生出的水稻季节工，对稳定我市的粮食生
产功不可没。

插秧客大都来自鱼米之乡湖北。他们每年 5 月中旬就会从湖北过来，为我市的种粮大户和一
些不愿放弃土地的散户插种单季稻。等到了 6 月中下旬，插秧结束后，他们又悄悄地离开，不见踪
迹，就像去别人家做客的客人一样。

随着水稻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手工插秧这一传统的劳作方式正被机
械插秧逐步取代，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插秧客用灵巧的双手、早出晚归的付出和较好的种
植质量与现代农业机械争夺客户，坚守最后的阵地，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这群人还是集体稻作文
化的最后标本，但是他们的劳动效率显然又大大超出那个年代。插秧不仅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更
是现阶段实现他们小康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

来自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董林军，今年52岁，是一个插秧小集体的领头人。他们一共9人，
去年来了 4 男 5 女，今年变成了 3 男 6 女，多为夫妻对。他们常年居住在温州瑞安，4 月份在温州种
早稻，5 月中旬到永康种单季稻，然后又回到温州种单季稻和晚稻，接着就在瑞安种菜。一把秧苗
在他们手上经过蜻蜓点水般的操作，就变成了一行行直立水中的稻苗。他们每天早上不到 4 点起
床，下午6点多收工，每人每天可插种水稻两三亩，一个月可挣1万多元。他们用辛勤的汗水为家庭
增加了收入，更为永康的秋天增添了希望。

插秧客

□通讯员 马晓东

董林军和董林军和老乡正在象珠一村种粮大户陈老乡正在象珠一村种粮大户陈

林好的林好的秧田拔秧秧田拔秧。。

他们插秧的手法非常娴熟他们插秧的手法非常娴熟，，速度奇快速度奇快，，每每

人每天可插秧两三亩人每天可插秧两三亩。。

为确保插秧密度，董林军正在拉绳。

董林军把一个秧把奋力抛入田中，为接下来的插秧作准备。

董林军及老乡在田埂上董林军及老乡在田埂上吃早饭吃早饭。。

董林军双手拎着董林军双手拎着秧把秧把，，送往田中送往田中。。

董林军的女老乡拎着董林军的女老乡拎着秧把走在田埂上秧把走在田埂上。。

这些跟随丈夫出来的女人这些跟随丈夫出来的女人，，插起秧来插起秧来一点不输男人一点不输男人。。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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