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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
站联合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新余市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的南方稻作区生产全程机
械化演示展示暨南方水稻机械化生产补
短板促全程培训班在江西省新余市举
办，旨在补齐南方水稻机械化种植短板，
提升南方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
水平，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机械化
技术落地。

活动现场展示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
化的绿色高效智能农机装备 300 余台，
观摩学习了水稻大钵体毯状苗机械化育
插秧泥育旱管技术、精量稀播育状秧技
术、软盘育抛秧技术、平板育秧技术等 6
种水稻机械化育秧技术，并进行无人驾
驶拖拉机、无人驾驶插秧机、高效植保无
人机、无人驾驶收割机等全程机械化智
能装备的现场作业演示。

培训班上，来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单
位的农机农艺专家就集中育秧技术与推
广进展、大钵体毯状苗机械化育插秧技
术、高速乘坐式水稻插秧机发展现状与
趋势等进行了专题讲座。南方 13 个省
农机化部门代表介绍了本省水稻机械化
发展现状、不足以及发展趋势，并提出下

一步发展思路。
培训班为当前春耕生产和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明确了工作思路。
一是推技术、提单产，把大面积提单

产作为春耕水稻机械化生产的重点。各
级农机化推广机构要抓紧抓实加强技术
指导服务，明确主推技术和配套机具，指
导农户以合理增加密度、提高播种质量、
高效调控水肥等为重点，对机具性能、作
业质量、操作水平三个方面进行提升，切
实打好春耕这一仗。

二是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南方
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水平。坚持将机械化
育苗移栽作为水稻稳产增产的主推技
术。要持续完善区域性育秧中心建设布
局，持续主推“集中育秧+毯壮苗移栽”模
式，并兼顾推广（大）钵体苗毯、有序抛
秧、钵苗摆栽。

三是强智能、促全程，加快推进南方水
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程
机械化解决方案，探索适合本地水稻机械
化生产的工艺路线、技术模式、机具配套、
操作规程、运行机制；加大无人或辅助驾驶
技术试验示范，提高插秧直线度、深度稳定
性，减少人工用工；加强技术培训，聚焦生
产实际问题，针对新技术、新装备，开展作
业演示、技术讲解、操作体验、互动答疑等
参与型田间日推广活动。

南方水稻机械化生产补短板促全程
培训班举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近日，记者获悉，由中国农业机械流
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
机械工业协会主办的2024中国国际农业
机械展览会将于 10 月 26 日-28 日在湖
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据了解，湖南省是我国农机制造业
大省，农机装备产业营业收入达 290 亿

元，居全国前列，坐拥 4个省级以上科技
创新平台及 20余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为农机装备转型升级提供了科技支
撑。2023 年，湖南省农机产品出口 4.58
亿元，同比增长 11.21%。展会对补齐丘
陵山区农机化短板，打造智慧智能农机
产业链发展高地，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共推农机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2024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10月在长沙举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近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与国机集
团下属企业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一拖”）举行甘肃省农机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东方红
丘陵山地专用轮式拖拉机交接投放仪
式，由中国一拖研制的首批 40台东方红
MH804M 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式向甘肃
省 22 个试点县区农机中心交付。这标
志着我国丘陵山地拖拉机首次实现批量
应用。

丘陵山区的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
面积、粮食产量均占全国近 1/3，但农业
机械化发展水平却明显滞后于平原地
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比全国
平均低近 20个百分点，存在“无机可用”

“无好机用”等问题。大力发展丘陵山区
的农业机械化，对于丘陵山区建设现代
农业、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解决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
装备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一大一
小”两方面短板问题，农业农村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
联合部署，提出加快提升“一大一小”农
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水平，在全国
建设 7个“一大一小”农机先导区试点省
份，甘肃省被选定为其中之一。

丘陵山区地形地貌多样且复杂，对
拖拉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一拖于
2021年组建丘陵山地拖拉机专项研发团

队，对川中丘陵、黄土丘陵等典型丘陵山
区作业特点及农机市场开展了多次专项
调研，确定了“高效实用”的丘陵山地拖
拉机技术路线。

同时，中国一拖还利用技术中心、实
验室、创新平台等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为
丘陵山地拖拉机成功研发提供技术保
障；通过对现有生产工厂进行智能化改
造，为丘陵山地拖拉机产业化应用奠定
基础。2022 年，中国一拖首台丘陵山地
轮式拖拉机成功下线，填补了国内丘陵
山地专业型产品空白。2023 年，东方红
丘陵山地拖拉机通过了河南省农业机械
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取
得推广鉴定证书，具备了向市场小批量
推广的条件。

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一拖全新开发
了东方红 50-80 马力以及 90-100 马力
丘陵山地拖拉机，产品具备折腰转向、转
弯半径小、双向驾驶、掉头作业灵活、整
机外形低、安全性高、智能化水平高等特
点，在丘陵山地作业的稳定性、通过性、
转向灵活性、安全性等方面具备优势，特
别适用于丘陵山地、坡耕地、果园等特殊
作业环境。

下一步，中国一拖将与甘肃省农业
农村厅持续深化合作，在“一大一小”农
机应用薄弱领域、智能农机应用、数字农
业等方面携手并进、奋力笃行，更好服务
三农，为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农业
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贡献。

我国丘陵山地拖拉机首次批量应用

□□ 李祥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为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规范农资经
营市场、保障春耕生产安全，连日来，新
疆阿瓦提县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农资
产品专项整治和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
动，为农业稳产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奠定
坚实基础。

当天，在拜什艾日克镇活动现场，人
头攒动、气氛热烈，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资料、提供
现场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
了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安全知识，营
造出“共同抵制假劣农资，净化农资市
场”的良好氛围。

拜什艾日克镇玉斯屯克拜什艾日克
村村民买合木提·吐尔逊说：“这样的宣
传活动太及时了，工作人员还指导我们
如何科学合理选择农药、化肥，让我对今
年增产增收充满了信心。”

在此期间，工作人员还深入到周边

的农资店进行实地检查，仔细查看了店
内农资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标签标
识等信息，并对经营者进行了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醒经营人员要提高
思想认识，守好经营底线，严把农药质量
安全关，做好安全、科学使用农药的技术
指导服务。

拜什艾日克镇某农资店店主张涌
说：“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更加明确了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会诚信经营，不售
卖假冒伪劣产品，为村民提供更优质、放
心的服务。”据了解，此次放心农资下乡
进村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
份，解答群众疑问咨询50余人（次）。

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刘旭强说：“接下来，我
们将前往各乡（镇）开展为期 6天的放心
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我们将持续
掀起春季农资打假的强大声势，维护农
资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力护航春耕生产顺
利进行。”

新疆阿瓦提县
绿色农资保丰收 安心服务进乡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 范亚旭

“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最近天气转
暖，小麦迎来了生长的旺盛期。在河南的
广阔田野上，春耕春管工作正在紧锣密鼓
开展。

农机装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最关键、
最根本的支撑，建设现代农业关键在农
机。近年来，河南省以培育先进农机装备
产业链为抓手，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为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提供了坚实
支撑。据初步统计，2023年全省农业机械
总动力达到 1.112 亿千瓦，全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8.1%，小麦、玉
米、花生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农机保障护航 全年粮食
稳产丰收

春耕春管，农机先行。日前，在巩义
市河洛镇寺湾村黄河滩区的麦田里，一台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和一台无人机正在有
序地喷洒营养液。“我们合作社在黄河滩
区种植了 5000 多亩小麦，目前追肥工作
已经全部做完，正在喷洒营养液。我们出
动了两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和两台无人
机，一天可以喷洒 1500 亩，3 天左右就能
喷洒完。”巩义市万恒种养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冯坚说。

而在罗山县，农机中心联手农机公
司举办“新机具新技术现场观摩演示
会”，旋耕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
排放整齐、蓄势待发，吸引了不少农户上
前咨询、试乘。

农机装备作为农业科技的集成和大
规模应用的重要载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要基础，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支撑。2023年，河南夏收遭遇“烂场雨”、
秋收遭遇“华西秋雨”，面对严重的自然灾
害，现代化的农机装备发挥巨大作用，圆
满完成了夏粮抢收攻坚任务，助力秋粮增
产夺丰收。

去年夏收期间，河南建立省、市、县
三级农机日调度机制，分区负责，挂图作
战，全省投入大型农机 400 万台（套），其
中联合收割机 21.6 万台。连阴雨后轮式
收割机下不了地，3 万台履带式收割机
争分夺秒下地抢收。抢晴天、战阴天，昼
夜不停开展机收作业，用 13 天完成了全

省 8500 多万亩小麦抢收作业，最大程度
保住了丰收成果，最大限度降低了农民
麦收损失。麦收期间有 5 天的日收获超
900 万亩，累计达 5456 万亩，其中 6 月 2
日当天投入收割机 13.85 万台、日收获达
1543万亩。

与此同时，去年夏收夏种压茬进行，
全省下派 3.3 万名农机技术人员，大力推
广玉米精量密植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等关键技术，组织 53 万台精量播种机
抢时作业，夏播进度较常年快 3 天左右，
玉米亩均株数较往年增加7%。累计投入
4000 多台植保无人机参与“化控防倒”

“一喷多促”作业，组织8万台玉米收获机
开展低损收获作业，机收平均损失率降至
2.2%以内，为全省打赢“以秋补夏”战、夺
取全年粮食丰收作出了农机贡献。

2023 年，河南粮食产量达到 1324.9
亿斤，连续七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其
中秋粮产量614.8亿斤、增长3.3%。

促进“良机”发展 推进农
业现代化

走进获嘉县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智能化数字生产车间，焊接、折弯、装
配……流水线上的智能机器人正有条不
紊地作业，在工人的协作下赶制一批秸秆
收获打捆机订单。

“这台高密度六道绳方捆打捆机，以
230马力以上拖拉机为牵引动力，20秒可

以完成一个重量 470 公斤、长度 1.8 米的
草捆作业。同时还可以一次完成牧草、秸
秆等物料的自动捡拾、切碎、预压、喂入、
压缩、捆扎成型等复合作业，可用于各类
牧草及作物秸秆的规模化收集打捆作
业。”花溪科技公司生产部负责人介绍，

“该产品不仅填补了我国高端打捆机领域
的空白，也达到了国际水平的新高度。”

与此同时，在获嘉县喜盈盈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加紧组装企业新改
良的“倒八字”喂入系统割台。据了解，相
比传统喂入割台，新系统能减少机收损失
3%。公司负责人冯志阳介绍：“我们增加
了新式的‘倒八字’喂入系统，从前面喂
入，进杆会更少，棒子进入后边脱离系统，
籽粒破碎率降低，粮仓干净度比以前大幅
提升，从而达到减少损耗的目的。这一款
刚刚研发出来，收获倒伏玉米效果更好，
损失率更低。”

“‘五良’融合是我省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力、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业节本增效
的战略举措。”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
主任张金龙表示，今年，河南省将加快推
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融
合，围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加快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水肥一
体化设备、北斗终端、大马力智能拖拉机、
农用植保无人机、大喂入量谷物联合收割
机等高端智能复式农机产品，为粮油生产
耕种管收提供全环节高质量装备支撑。

提高应急救灾能力 保障
粮食颗粒归仓

3 月 8 日，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
公布了 40 家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尉
氏县红耀农机专业合作社、汝南县沃原农
机专业合作社等入选。

据了解，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遴选培
育，是为了在全省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指挥高效的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网络，
做到主导产业各环节机械化全覆盖、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域各乡镇全覆盖，在
正常生产时是农业生产的基干力量，在应
急救灾时是抗灾救灾的主力军。

张金龙介绍，2024 年河南省将遴选
培育县级以上区域农机服务中心 300 个
以上（其中省级40个）；到2027年，遴选培
育县级以上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00个以
上（其中，省级100个）。

在获嘉县位庄乡石佛村弘晟农机合
作社，院内停满了播种机、植保机、拖拉机、
收割机等各式农机，其中直径一米多的大
型排涝应急设备分外显眼。合作社理事
长韩社年介绍：“合作社成立常态化应急作
业服务队，拥有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
机、大型排涝设备、烘干塔等各类应急装备
55台（套）。2021年积极应对‘7·20’极端
自然灾害天气，抢险排涝1万余亩，转运粮
食3万多公斤。2023年主动迎战‘烂场雨’
天气，开展小麦抢收和湿粮烘干，一周内抢
收小麦10万余亩，烘干湿粮1680吨。”

据统计，目前河南省可调度使用的烘
干机约 3000 多台，日烘干能力为 22 余万
吨。下一步，河南将进一步提升农机烘干
能力，力争通过 2-4 年时间，建成布局合
理、体系完善的粮食产地烘干体系。

目前河南省有粮食经纪人约 4600
人，常年粮食收购能力为400多亿斤。如
果再次遭遇连阴雨天气，各地可以积极动
员粮食经纪人，把抢收来的湿粮及时运送
到外地或外省进行烘干后售卖，让湿粮动
起来、跑起来，打造收运烘一条龙，形成良
好闭环，保障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我们以提升应急救灾、粮食产地烘
干、农机调度能力为重点，以区域农机服
务中心、农机产业链培育、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优化、数字农机建设、农垦服
务提升为支撑，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推动
全省农机农垦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三
农发展大局多作贡献。”张金龙说。

河南：“良机”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天津特产的‘沙窝萝卜’‘茶淀葡萄’
等特色农品，都使用过我们的菌剂。葡萄
这种用肥量大的种植产业，通过菌剂套餐
实现了化肥减量和产品增收。”天津坤禾
生物负责人姜玉潮将自主研发的产品带
到天津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中对农户
进行推广。

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西青区
人民政府围绕“放心农资进乡村，稳粮增收
惠农民”的主题，共同举办了“2024年天津市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启动仪式”。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安全放心农资产

品是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前
提与保障，科学高效使用农资产品是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总农艺师张建树介绍，活动帮助津郊农民
树立正确的农资消费观念，引导农民群众理
性购买、科学使用农资产品，营造全社会关
心参与农资打假的社会氛围，为全年农业生
产保驾护航。

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保
持市场稳定作用关键。“西青区积极推进诚
信生产经营，指导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
业合作社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将
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纳入追溯系统，实
现线上开证、线上查询、线下亮证，大力推广

标准化生产技术等，推动农资市场秩序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西青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张建凤表示。

活动现场，天津市区两级农产品质量监
管和农资监管工作人员，以及农业技术专
家、行政执法人员，为当地农民提供现场技
术服务咨询200余人次。

“天津的萝卜、菜花和白菜种子在全国
范围内都热销，在销售环节我们也严格把
控种子质量和生产安全。”作为农资供应商
代表，天津佳信兴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经理冯静表示。目前天津监管部门对农
资供应商服务做出科学评估，确保货真价
实、安全可靠。活动现场种子、肥料、农药、

兽药、饲料等农资企业参加活动，对如何正
确选购农资、如何提高消费维权能力进行
宣传。

农资经营主体代表就保证农资产品质
量，生产主体就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发出倡议、做出承诺。活动现场还展示
了春耕备耕优质农机、快速检测等仪器设
备，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农民选择优质农
资的能力和水平，拓宽了优质农资下乡进
村的渠道，促进了优质农资经营主体和农
民群众的对接，有效保障了天津市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春耕生产打下坚
实基础。

天津：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保障春耕生产安全

□□ 尹诗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近日，在山东青岛平度市仁兆镇东寨子
村的一处蔬菜种植基地内，手扶式喷杆喷雾
机、开沟起垄机、全自动大葱钵苗移栽机、多
功能培土机等机械在田间穿梭作业，这里正
在开展全国农机地头展——大葱生产全程机
械化演示观摩活动，来自全国30余家农机生
产企业的 60 多台套装备参与现场演示和展
示，涵盖了大葱耕种管收等全程机械化生产。

活动现场，国际田间试验机械化协会主
席、青岛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尚书旗教
授正在指导大葱机械化种植田间作业演示。
与以往四五名农户一起忙碌移栽大葱的场景
不同，大葱移栽现场仅有两名工人配合作业，
使用一台小巧的机器移栽大葱葱苗。

“我们的蜂窝纸带式大葱移栽机一天可
以种植5亩地，和以前人工移栽相比，工作效
率能提高5倍多。”青岛锐星机械有限公司经
理刘德波介绍。

由山东沃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
来的VP100大葱移栽机，可实现大葱秧苗从
秧盘中推出、皮带输送、开沟、种植、培土过
程的全自动作业，省时省力，不仅减轻劳动
强度，移栽速度还可提高6倍。

大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在蔬菜
生产和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如果
长年种植大葱、大姜、大蒜等根茎类蔬菜，
耕地土壤就会出现轻度酸化和板结现象，
既影响大葱的品质，又影响产量。为此，青

岛市组织专家开展土壤培肥改良试验，让
土壤“吃”上定制“营养餐”，经过连续 4年改
良试验，土壤有机质含量从最初的 0.87%提
升到了 1.32%，土壤酸化得到改善，效果显
著。“我们这里的大葱口感脆嫩，亩产能达

到 1.2 万斤左右。”东寨子村大葱种植户代
选升告诉记者。

青岛市大葱常年种植面积为 15 万亩左
右，通过强化农机农艺融合，大力推广经济
作物生产新装备、新技术，已初步实现大葱
耕整地、移栽、田间管理、收获等全环节全程
机械化生产。总结形成的“大葱全程机械化
生产模式”“两轮驱动，大葱生产走上全程机
械化轨道”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推动青岛
特色作物高质量发展提供农机化支撑。

活动现场，农技专家为广大种植户示范
讲解了高产大葱全程病虫害防治技术方案，
同时展示了青大脱毒姜种等蔬菜机械化试
验示范基地试验的示范成果，让技术护航特
色经济作物稳产高产。

“依托青岛市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专
家工作站，我们应用了葱姜等经济作物全
程机械化技术，现在基地的蔬菜产品质量
更高、品质更好，收购商都抢着收我们合作
社的蔬菜。”青岛利淼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于立淼介绍。

本次活动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青
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全国农机生
产、经销、流通企业和全市蔬菜种植大户、农
机专业合作社及社会化服务组织参加现场
观摩。

推进北方大葱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

在平度市东寨子村蔬菜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大葱开沟起垄机正在进行开沟起垄作业，
为大葱移栽做准备。 傅景敏 摄

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当地一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
技术人员正利用无人机对小麦进行田间管理。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