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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机装备补短板结硕果湖北农机装备补短板结硕果
□□ 王林松 周雄峰 文/图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新一轮的科技
革命，使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
手，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鲜明注脚。

2021 年 11 月、2023 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连
续两次联合召开全国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推进会议，充分凸显
了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的重要性。两部委达成高度一致，每两
年联合召开一次全国会议，共同研究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凝聚
强大工作合力，共同支持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农业生产需求，着眼全
产业链强化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促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更好支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

跌宕起伏迎变革

农机装备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基础。湖北农机装备产业曾
在全国创下辉煌。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一台插秧机、第一台手
扶拖拉机、第一台机耕船均出自湖北。1966 年 7 月，全国首次农
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在新洲召开。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湖北省农
机制造企业有 130 余家，排在全国前列（前三名）。但农机企业体
制改革后，全省大部分农机企业转产，再加上农机装备产业归口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管理，因其在装备制造业中占比较小，未得到
足够重视，难以获得有关政策的支持，农机制造业一落千丈，在全
国排名下降。2018 年 3 月，全国春季农业生产暨农业机械化转型
升级工作会议在襄阳召开。湖北具备农机装备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国家也对湖北寄予厚望。

近年来，在国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强力拉动下，
湖北省积极争取省级财政专项支持，不断加大农机研发制造
投入力度，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研发制造能力不断增强，进入
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的产品不断增多，农机装备产业呈现
出恢复性发展态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
省提供了重要支撑。

生产规模有所恢复。目前，全省共有农机生产企业 121 家，
从业人员近万人，农机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2.4 亿元，产值过亿
元企业 5 家，规模以上企业 42 家，出口额 1.23 亿元，占全省工业
总产值的 0.05%，占全国农机装备产业总产值的 0.58%。除常用
田间作业机械外，全省农机企业还生产了一些设施农业机械、养
殖机械、粮食加工机械等，产品主要是以小型机械为主。

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在省级财政、科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从 2022 年开始，湖北省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部分
农机企业会同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产品科技含量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品牌效应不断增强。部分农机走出
国门，不断擦亮“湖北制造”名片。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目前，全省已经形成规模的产业园有
长投国泰农机产业园（黄陂）、东风井关农机产业园、襄阳现代农
机装备制造产业园和中国南方农机产业园（京山）。其中，长投
国泰农机产业园吸引东方红、中联、雷沃、约翰迪尔、久保田等多
家一线农机品牌入驻；襄阳“东风井关”通过锻造自主品牌，发挥
主机企业的龙头作用，形成区域现代农业装备产业集群；中国南
方农机产业园（京山）抢先布局华中地区最大的农机装备制造产
业集聚区，通过龙头引领延伸产业链条，吸引卓冠、万顺等 9 家
拖拉机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进驻。中车集团旗下的星光农机落
户通山，预计投资 50 亿元建设星光通山农机产业园，项目建设
工作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磨砺沉淀求创新

农业机械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

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推
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8〕42 号）这一利好政策的出台，2019 年 6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19〕40 号），强调要完善农机制造、流
通、科研、推广和使用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农机装备创新体系，搭建
农机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农
机装备产业升级工程，加大对农机装备技术研发、设备改造和产
品更新换代的支持力度，增强企业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扶
持一批规模效益好、成长潜力大的高新农机装备企业，为国内外
农业生产提供更多“湖北制造”。历史机遇千载难逢，新时代背景
下加快湖北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正当其时。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积极争取省级财政支持，拓宽农机购
置补贴资金用途和范围，2022 年省级配套安排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资金 2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作业补贴、
农机装备补短板核心技术应用攻关、北斗农业领域大规模集成
应用和粮食烘干能力提升工程 5 个方面。其中，农机装备补短
板核心技术应用攻关项目从 2022 年开始立项，实施 3 年共 6000
万元资金，重点支持基于北斗技术的多功能复合式智能精准变
量施肥播种机等 33 个“产学研推”联合技术攻关项目。

发布清单揭榜挂帅。围绕湖北省急需的主要农作物全程机
械化及农业产业化关键装备或核心技术，发布年度农机装备补
短板核心技术研发制造及推广应用攻关项目需求清单，以财政
奖补的方式组织“产学研推”联合技术攻关，对符合要求的项目
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予以重点支持。

强化协同联合攻关。聚焦当前湖北省农机装备急需环节和
关键领域，以具备较强研发实力的在鄂农机企业为主导，搭建农
机科技创新平台，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开展联合攻关，攻克
制约农机装备产业和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难题，力争
突破 3-5 项制约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关键技术，形成 3-5 个“专精
特新”的农机样品、样机，集成组装和落地转化一批能促进农业
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果。

强化监管务求实效。签订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任务书，压实
项目牵头单位主体责任，明确财经纪律，严格按照项目书任务要
求扎实推进项目实施工作。适时开展项目阶段性评估，联合省
财政厅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督办，对于项目
实施效果不好的单位，采取约谈项目负责人、责令整改、终止项
目实施等措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 3 年来，湖北省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

探索了农机装备补短板的有效路径。制定严格的科技攻关
项目管理规定，每个项目财政补贴资金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
入的 50％，鼓励带动农机企业自筹资金用于投入研发生产的积
极性。采取“一次立项、分年滚动支持、期末考核评价、经费成果
挂钩”的方式进行，立项当年省财政拨付 50％补贴资金，第二年
拨付 20%补贴资金，第三年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及绩效完成情
况进行考核，考核通过拨付剩余 30％补贴资金，未通过考核终止
拨付剩余补贴资金，形成有效考核验收机制，确保资金发挥最大
科研攻关效用。同时，严格规定资金用途和财经纪律。明确资
金主要用于仪器设备购置、运行维护、材料采购、测试化验加工
燃料动力、田间试验验证、新机具新技术培训与展示示范推广、
技术实现路径与成果认定活动等。

加快了一批优秀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适时组织专家对立
项的攻关项目进行阶段性评估。总体来说，项目组织管理规
范有效，进展顺利，对湖北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起到了良好的
推动作用。各项目承担单位较好地履行了项目规定的研发工
作，完成了阶段性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取得初步成效。智能
精准变量施肥播种机研发项目，有效提高了播种作业机具智
能化水平，降低劳动强度。气吸式玉米智能播种机研发项目，
着重解决玉米气吸式排种机构对种子剧烈运动和运动轨迹变
化不定造成的损伤严重的关键技术难题，提高播种质量，助力
粮油单产提升行动。豆类收获专用机具研发及推广应用项目，
较好地解决了豆类机械化收获损失大、含杂多、破碎高和智能化
程度低等问题。丘陵山地果园生产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装备研
发及推广应用项目，有效实现果园管理的综合劳动投入减少
50%以上，果园生产管理成本降低 20%以上。水产品（淡水鱼、小

龙虾、鳝鳅）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及推广应用项目，有效
解决小龙虾虾仁剥制难度大，鳝鱼、泥鳅、鲢鳙鱼的加工装备
缺乏等问题。艾草鲜叶脱叶短板机具研发及应用项目，围绕
服务湖北省蕲艾产业发展，研制出适应湖北省丘陵地区的艾
草鲜叶高效脱叶机，减少人工依赖，提高生产效率 10 倍以上。
这些机具较好弥补了湖北农业机械化发展领域的一些短板弱
项，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营造了协同开展联合攻关的浓厚氛围。围绕湖北急需的
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以及十
大农业产业链关键装备，发布项目清单，通过省级重大科技专
项，以“揭榜挂帅”方式，组织联合攻关。以具备较强研发实力
的在鄂农机企业为主导，充分发挥湖北省科教大省的资源优
势，以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
研机构为依托，搭建省级农机装备自主创新平台，力争推出一
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切实增强湖北省农机装备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

蓄势待发启新程

近年来，湖北省利用农机现场演示、农业博览会、农机博览
会等渠道，开辟专区专馆，集中展示“湖北制造”农机装备，推动
产销对接。深入开展农机领域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专
项行动，不断提高农机装备质量和品牌效应。多渠道宣传推介
名优农机品牌，支持农机制造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
国内外市场，参与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项目，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

湖北永祥农机装备有限公司以智能精准播撒装置为核心，
已经成功研发出“播种、撒肥精量智能控制系统”“同步测速雷
达”，填补了我国在播种、施肥精准精量控制的市场空白，产品出
口泰国、菲律宾、缅甸等地。湖北扶星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研发的
食用菌全自动装袋扎口一体机，实现了拌料系统、供料系统、进
料系统、全自动供袋切袋系统、智能控制系统、扎口系统、输送系
统、全自动打孔贴胶系统和码垛系统高度集成的全自动化综合
农业设备，全程可无人化作业，真正实现食用菌装包的工厂化、
产业化、规模化生产。2023 年，湖北扶星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出口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各类型食用菌设备 10 余
台，创汇达 80 万元。京山农机产业园鹰柴京山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生产的各型柴油发电机机组及配件、小型汽油发电机组及配
件、微耕机及配件、水泵及配件和碾米机等，产品全部出口到菲
律宾、老挝、加纳等地。2023 年，京山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出口各
型发电机组 550 台、微耕机 2600 台、水泵 890 台、碾米机 190 台和
部分配套件，共创产值 3660 万元。湖北双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在解决稻麦作物收获环节抛洒损失多、破碎率高等问题上实现
技术突破，搭载自主研发的稻麦专用脱粒系统，能有效降低抛洒
损失。2023 年，拿到南美和老挝订单 200 台，价值 2100 万元。

以农机科技创新为驱动，湖北省规范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等惠农政策，不断加大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应用力度，强化
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推动农业机械化在保障粮食安全和
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抗灾夺丰收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好形势作出了
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湖北省农机总动力达到 4900 万千瓦，农机保有量
达到 1300 万台，全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4.2%。其中，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7%，油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71%，经济作物、畜牧、水产、农副产品加工和设施农业等环
节的技术装备有新突破；国家级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主
要农作物类）总数达到 41 个，整市推进示范市总数达到 3 个，位
居全国前列；全省农机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不断创
新，农机服务组织达 6700 多个，农机合作社总数超过 3500 家，全
省 6 家合作社入选全国“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典型
案例，61 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省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典型案例；机手和农机服务组织满意度逐年提高。

“十四五”湖北规划了宏伟蓝图：到 2025 年，全省农机总动
力稳定在 5000 万千瓦左右，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5%，建成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45 个，丘陵山
区县（市、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5%，经济作物、
设施农业、畜禽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
50%以上，农机服务总收入超过 260 亿元。

下一步，湖北将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推
进会议精神，进一步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农机制造、流
通、科研、推广和使用等新机制，搭建农机科技创新平台，持续强
化科技攻关。在上一轮实施项目中选取实施效果好的项目持续
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农机企业做大做强。新增项目遴选提前发
布农机产品需求与科研导向目录，以农机企业为主导，科研机
构、高校协同，以“揭榜挂帅”方式，加强农业机械化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组建技术创新中心，形成一批
解决技术瓶颈的自主创新成果。支持优势农机装备制造企业开
展兼并、联合、重组，培育一批各具特色、优势明显、牵引力强的
产业链“链主”企业，迅速壮大企业规模。支持企业引进先进生
产设备、生产线、加工中心等，深化技术改造、扩大产能，提高农
机产品性能和市场占有率，加快推动湖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强有力的
装备支撑。

新征程，新使命，绘就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图景。从屈家岭文
明的一粒稻谷到如今的荆楚大地万顷良田，从传统的“镐锄镰
犁”到现今的“金戈铁马”，湖北农机装备正在新质生产力的催生
下，驰骋阡陌，兴荆楚农桑。油菜割晒机

折叠旋耕机

泥鳅鳝鱼自动宰杀机

豆类收获机

智慧灌溉一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