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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拟将持有的对内蒙古福源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公开转让。
截止2018年10月22日，本金为1,500,000.00元、利息为3,563,775.29元、孳生利息为

103,950.00元，本息合计为5,167,725.29元，其他债权10,000.00元，债权合计为
5,177,725.29元。

转让方式：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权企业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权企业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关系的人员除外）。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转让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债权转让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相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许女士、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6213159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8号波士名人A座。 邮政编码：010010

转让公告催款公告
内蒙古金迪隆商贸有限公司、张弓：

2007年1月15日内蒙古金迪隆商贸有限公司向我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在
2007年2月15日前还清欠款656.85万元，如逾期未还则按每天万分之三计付滞纳金。同
日张弓出具《承诺书》，自愿为内蒙古金迪隆商贸有限公司的欠款向我公司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此后我公司分别于2008年9月11日、2010年7月28日、2012年5月18日、2014
年6月16日多次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内蒙古金迪隆商贸有限公司及张弓邮寄催款律
师函，但邮件均被退回；同时我公司还在2008年10月10日于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
报北方新报、2008年10月14日于人民日报、2010年9月2日于光明日报、2010年9月4日
于呼和浩特晚报、2012年8月28日于呼和浩特日报、2012年8月29日于内蒙古日报北方
新报、2014年7月18日于呼和浩特日报和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2016年6月7日于呼和
浩特日报和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等报刊上均刊登了催款公告。2019年5月22日我公司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9月30日变更企业名称为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再次
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分别向内蒙古金迪隆商贸有限公司及张弓寄出催款律师函，但因

“原址无此人（单位）”而退回。为此，现特予公告，请内蒙古金迪隆商贸有限公司立即
付清欠款，并承担逾期付款滞纳金；请张弓按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催款人：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农忙不见人在多地成

常见画面

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
的一片麦田旁，63岁的农
民陈来背着手，在女儿陈
小兰的陪伴下眺望远处隆
隆作响的收割机。前几天，
陈来把腿摔伤了，陈小兰
从广州匆匆赶回来帮父亲
收麦子。可没想到，还没赶
到麦地，家里的13亩小麦
已经快收完了。

“现在全部机械化，收
麦真是用不上人了。”陈小
兰拿着镰刀本想收一下机
器到不了的边角地，没想
到收割机一溜烟收得干干
净净。而且，小麦在地头就
卖给粮食经纪人换成了
钱，令她感慨不已。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
是夏收、秋收，当下农田里
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农机
具，“耕、耙、耖”这些老农
具都成了稀罕物。

还有比陈来家更轻松
的。周口市的农民于德军
全家都在湖北打工，家里

的8亩地托管给了一家农
机合作社。一亩地支付400
元，合作社便提供从种到
收全程服务。于德军连老
家都没回，地里的小麦不
仅亩产稳超550公斤，8000
来块的小麦钱也直接打到
了他的银行卡上。

如今，“农忙不见人”
在全国多地成常态。在新
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
田间地头看不到几个忙碌
的农民，取而代之的是用
上了北斗导航播种的“智
慧农机”；在山东，一个种
粮大户利用收割机，3天就
能收完560多亩小麦；在河
北，收割机进度飞快，而且
作业数据可实时传输到农
机合作社负责人手机上。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
示，2018年麦收，大规模小
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
过8成仅用时17天，有5天
日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
亩，创历史新高。今年，农
业农村部预计全国将有
163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

“三夏”生产，其中联合收

割机64万台，跨区作业联
合收割机27万台。

农业“机器换人”进程

加速

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
35年的任希山还记得，直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每到
麦收，农村学校还有“麦
假”，不少单位和企业也会
放假让职工回家收麦。

“夏忙不算忙，麦忙累
断肠。”58岁的农民秦小凤
回想起从前麦收的场面，
苦和累涌上心头。秦小凤
说，要收麦了，天大的事都
得往后放一放，全家每天
早上4点下地一直干到天
黑，连收割带播种得一个
来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
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
转移，60后农民逐渐老去，
农村面临“70后不愿种地、
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
种地、00后从未下过地”的
问题。通过大规模“机器换
人”，我国农业不仅缓解了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
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我国农业生产
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
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
阶段。

20多年来，中国小麦
主产区完成了全程机械化
的历史性跨越。从南到北，
农机手利用“农时差”，创
造出“跨区联合作业”模
式，开辟出巨大的农机服
务市场。

传统小麦生产从播种
到收获，要历经耙压、施
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
个生产环节，现在基本所
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替
代。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
陈曹乡尚庄村党支部书记
尚水旺算过一笔账，如果8
个小时计“一个工”，20年
前，收6亩麦子得投入百十
个工，现在只要十二三个
工。同时，小麦亩产却从过
去的300多公斤提高到500
公斤以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
人均粮食产量为477.21公
斤，比2007年的382.54公斤
增加了近95公斤。

未来的“种粮人”长啥

样？

于培康是河南一家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他掰着手指头算账：“与农
民传统的分散种粮相比，
合作社规模化托管，平均
一亩地一季种植成本能减
少100元，粮食亩产能提高
近50公斤。投入更低、产出
更高，粮食质量还有保
障。”

从10年前开始流转土
地种植粮食，到现在把更
多的精力转向托管服务，
给农民打工、为种粮服务，
于培康的合作社托管土地
已经覆盖了周边4个乡镇
的60多个行政村，面积超
过2.5万亩，预计到今年底
能达到5万亩。

此外，一些接受良好

教育的年轻人成为现代
“新农人”。河南省郸城县
90后年轻人左明飞，与22
个回乡创业大学生组建

“大学生创业联盟”，主攻
农业现代化种植。

于培康和左明飞这样
的“新农人”和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正成为从事和
服务粮食生产的主体。农
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
导司司长张天佐说，到今
年4月底，依法登记的农民
合作社达到220.7万家，成
立联合社1万多家，辐射带
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为
成员提供农资供应、农机
作业、技术信息等统一服
务的合作社占比达到53%。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
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
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
务，规模化、集约化、机械
化道路是未来中国农业的
方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
入都将进一步提升。

2019年6月2日，在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高杨村，收割机在麦田里收割小麦。

夏收农忙不见人，“种粮人”在哪里？
文/新华社记者 林 嵬 宋晓东 于文静

5月末，产粮大省河南进入了忙碌的夏收时节。在河南省唐河县焦庄
村，身穿黑色连衣裙、灰色高跟凉鞋的农民郭改声，轻松地挥动铲锹平整晾
晒的麦粒。在她身后，60多亩麦田静静地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色———
除了几台收割机紧张地穿梭作业，广袤的田地看不到几个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每逢种植或收获高峰期，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粮食主产
区，越来越多出现类似“农忙不见人”的场景，与城市人心目中忙碌辛劳的
抢种、抢收画面大相径庭。

今天谁在种粮？未来谁当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