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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及芒种，四野皆
插秧。每到抢种时节，我
市乡间田间地头总是不乏
插秧客忙碌的身影。

插秧客这一农耕文明
的活遗存，为何在现代农
业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没
有 消 失 ，仍 留 有 一 席 之
地？近日，记者走进他们，
进行了一番探访。

马晓东称董林军这批人为“集

体稻作文化的活标本”，但是他们

的 劳 动 效 率 却 大 大 超 出 远 古 年

代。农耕文化, 从远古走来, 犹如

涓涓细流经久不息，成为 5000 年

中华文明一颗璀璨的明珠并非偶

然。然而，在工业化、全球化加快

推进的今天，农耕文化逐步消失，

具体表现为传统村落、传统耕种方

式、传统技艺等加速消亡。

为此，保护农耕文化成了当务

之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切

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

优 秀 农 耕 文 化 遗 产 合 理 适 度 利

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

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

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云和梯田位于丽水市，始于唐

初，兴于元、明，距今有 1000 多年

历史。多年来，当地政府一直保护

着这一传统的耕作模式，而它也焕

发出了新时代的光辉，成为美丽乡

村游的著名景点之一。

云和梯田的保护开发给我市

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开发提供了

借鉴。此外，良渚文明的开发也有

很多地方值得借鉴。去年11月，杭

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启“稻香

节”稻田农事体验，来自我省各地

30 多户亲子家庭在良渚农民的指

导下，割稻、打稻、堆稻草，感受穿

越 5000 年的古城稻作文明，寻找

解读良渚文化的密码。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作为集文

博展览、考古研学旅游观光以及互

动体验为一体的考古学遗址，不仅

还原了 5000 年前良渚先民的生活

环境，还通过近千亩水稻的种植，

还原良渚稻作文明和农耕文化。

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相比较，恬

淡悠慢的农耕文化往往给人一种

闲适安全稳定的感觉。在这样的

场景感染下，人容易关注远去的文

明，在陶冶情操的同时，更能给现

在的乡村游加入新鲜的体验感，让

农耕文化传承下去。

女插秧客同样手脚麻利

我市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的一种尝试

手工插秧：能打造成乡村游亮点吗

插秧客辛苦劳作，月挣万元

在农业机械化普及的今天，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人工插秧方式已渐行渐远，但仍有这

样一部分人——插秧客，坚守这份职业。

来自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董林军，今

年52岁，是一个插秧客群体的领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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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旬到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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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董林军的带领下，这批插秧客在我市

有了一批固定的雇主。董林军说，插秧是技

术活，从业者要不怕辛苦。人弯着腰，左手抓

秧把，大拇指、食指和中指配合，不停地从秧

把中递出几株根须连在一起的秧苗，供右手

不停地栽插。左右手悬空，又要十分协调，速

度才能快。

水田里蚂蟥多，叮到腿上时，他们只能猛

拍一下，然后继续插秧。连续近一个月，天天

这样弯腰曲背，四肢落地插秧，腰都要累断。

裸露的两只手和两条腿膝盖以下都呈泛黄的

水锈色，并布满蚂蟥叮咬后留下的疙瘩。如

果秧把起多了，当天插不完，第二天再插，成

活率和秋后产量都要受影响。这种情况下，

他们只好抹黑插秧。这时，被毒日头烤了一

天的水田里又闷又热，蚊子特别多。

如今，很多平原地区的水稻插秧早被插

秧机代替，一台插秧机操作一天相当于几十

个劳动力的人工插秧量；还有育秧工厂提供

秧苗，农民再不要起五更睡半夜到秧田里起

秧了。不过，我市山地多、平地少，很多现代

化的农机设备到不了田里，这就给插秧客提

供了商机。

据记者了解，我市的插秧客以湖北、江西

等地人为主，本地的很少。春播时，外来插秧

客就来到我市，差不多工作1个月，再到其他

地方谋生。董林军他们每人每天可插种水稻

两三亩，工资是每亩 170 元，雇主包三餐饭，

每人每月可挣 1 万多元。接受完记者的采

访，董林军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往温州，继续劳

作在那边山区的田间地头。

插秧客在全国也是广泛存在的。半个

多世纪以来，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少不了

每年大量的外来务农人员帮忙备耕、插秧。

每年 4 月至 6 月，哈尔滨铁路局都会加开插

秧务农专列，全力保障插秧务农旅客出行需

求。随着“插秧专列”的开行，一批批插秧客

奔往三江平原的水稻产区。他们与我市的

插秧客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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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阵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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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舒姿

插秧客劳作的场景

影响水稻质量的因素，除了地

理环境以外，种植方式也是其中一

个。手工插秧和机械插秧到底哪

种好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市高

级农艺师马晓东。

马晓东说，机器插秧和人工插

秧各有利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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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水稻

季节工，对稳定我市的粮食生产功

不可没。一般来说，人工插一亩田

的秧，扯秧、挑秧、插秧就需要半天

时间。而使用插秧机，插秧客半天

的工作量，它基本上一个小时完

成。不过，虽然插秧机的速度快了，

但是需要的补苗量却多于人工插

秧。因为插秧客可以很好控制株

距，但是有些插秧机的植株间距比

较大。如果插秧机植株密度过于

稀疏，农民后期就需要大量补苗。

所以，看着机器插秧快，但补苗也

是很麻烦的，也比较费人工。

马晓东告诉记者，手工插秧看

似简单，但要想水稻长得好、长得

壮，就要运用一些插秧技术。水稻

插秧时间主要受温度控制，水温摄

氏 18 度时，根伸长比较快，所以把

水温摄氏 18 度作为插秧的一个标

准。插秧要做到浅、匀、直、稳。

浅，即浅插，能促进分蘖节位降低，

早生快发。匀，是指行株距规格要

均匀，每穴的苗数要匀，栽插的深

浅要匀。直、稳，是指要注意栽直，

既栽得浅又要求栽稳，不浮秧。栽

后保持适当水深，减少叶面蒸腾，

有利于早返青。

无论是人工插秧还是机器插

秧，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选择哪种

要根据田地的条件而定。比如，一

些插秧机不方便进入的山区或梯

田，只能用人工插秧，但是人工插

秧因其特点主要为人工判断插秧

的深浅和间距，容易出现偏差。不

过，我市这批插秧客，手法技艺较

成熟，受到雇主的好评。

记者了解到，今年受疫情影

响，湖北的这批插秧客来得比较

晚。眼看天气越来越热，秧苗越长

越高，我市种粮大户都很着急，不

少人把希望寄托在本地的插秧客

上。不过，本地插秧客年纪多已六

七十岁，体力跟不上，好在一批江

西的插秧客及时补位。一个半月

后，湖北插秧客也赶着末班车回

归，助力我市顺利完成春种。

手工插秧有利于水稻生长

把农耕文化的活标本保护起来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