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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政办发〔2017〕25号 

 

 

各镇人民政府，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溧

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直属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24号）、《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推进全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意见》（常政办发〔2016〕

189号）精神，进一步夯实农业现代化物质装备基础，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现就推进全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提出

如下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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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求，遵循“政府引导、

装备支撑、技术引领、服务保障、协同推进”指导原则，以水稻、

小麦两大作物为主要对象，以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烘干、

秸秆处理为重点环节，加快农机科技创新，培育壮大农业生产经

营服务主体，突破机械化作业瓶颈，加大农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农机、农艺和信息化技术融合，全面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水平，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和竞争能力。 

二、发展目标 

2017年，上黄镇、南渡镇、社渚镇、昆仑街道建成省级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街道）；到2018年，溧城镇、埭头镇、

别桥镇、竹箦镇、上兴镇建成省级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

所有示范镇均建有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万亩示范片和核心千亩

示范区，全市水稻、小麦两大作物生产的耕整地、种植、植保、

收获、烘干、秸秆处理六大生产环节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95%、

85%、90%、96%、75%和85%以上，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达到85%以上。粮食生产高效植保防治、产地烘干水平、自给收

获能力和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力争用两年时间，建成

省级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 

三、推进原则 

（一）坚持行政推动，加强扶持引导。将推进粮食生产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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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列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内容，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工作责任，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提升公共服务和保障

能力。 

（二）坚持示范带动，拓展辐射范围。重点推进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镇建设，带动建成12个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万亩示

范片，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机具，优化装备结构，提

升作业水平，加快技术普及，以点带面，梯度推进。 

（三）坚持机艺融合，完善技术路线。推进良种良法协同配

套、农机农艺紧密融合，围绕主要农作物品种、耕作、栽培、植

保等内容，建立适合本地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生产模式和技

术路线。 

四、工作重点 

紧扣全市稻麦生产全程机械化薄弱环节，以水稻机械化育插

秧、小麦机播、高效植保和粮食烘干等为着力点，加快完善水稻、

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主推麦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水稻

机插秧技术、稻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小麦机播技术、机械化田间

管理技术、稻麦机械化低温烘干技术，巩固提升耕整地、机收等

各环节机械化水平。 

（一）耕整地环节。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老旧机型，放

大农机购置补贴和作业补贴政策叠加效应，推进大中型拖拉机更

新升级。确保两年内70马力以上大中型拖拉机增量不低于150台，

大中拖配套农机具增量不低于300台套。大中型拖拉机存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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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0台左右，耕整地机械化水平达95%以上。 

（二）稻麦种植环节。加快水稻插秧机更新换代，确保两年

内乘坐式插秧机增量不低于100台，插秧机存量稳定在2000台左

右，其中乘坐式插秧机达1000台。加大水稻硬地喷滴灌集中育供

秧示范推广，提升育、插秧作业质量和效率，确保水稻机插率稳

定在86%以上。重点提升小麦机播水平，根据地方小麦种植各种

因素，形成适合本地特点的小麦机播装备、技术路线和农艺措施。

确保两年内小麦播种机增量不低于200台，小麦播种机存量稳定

在1500台以上，小麦机播率达85%，稻麦种植环节机械化水平达

到85%以上。 

（三）稻麦植保环节。加快提升机械化田间管理水平，发展

高效植保和施肥机械化技术，开展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

创建。加快植保机械更新升级，重点推广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和飞行植保机械，降低粮食生产农药化肥使用量，提升植保效

率，确保两年内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增量不低于60台；各类

高效植保机存量稳定在2000台左右，其中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和飞行植保机械植保覆盖面积30%以上，高效植保机械化水平

达90%以上。 

（四）稻麦收获环节。加快老旧收割机更新换代，重点发展

大马力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不断提高收获作业质量、自给和跨区

作业创收能力，保障粮食丰产丰收。确保两年内大马力高性能联

合收割机增量不低于200台，确保收割机存量稳定在900台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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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自我收获为主，跨区作业为辅的机收模式，稻麦机收水

平达96%以上。 

（五）稻麦烘干环节。巩固完善以农机服务组织为主的粮食

烘干服务能力建设，重点以科学布局、强化使用效率和效益为主

导，继续落实烘干机房等设施装备用地政策，稳步提升粮食产地

机械化烘干能力。两年内保持产地烘干能力增量不低于1800吨，

烘干机存量稳定在950台左右，粮食批次烘干能力达13500吨，产

地机械化烘干能力达70%以上，稻麦综合烘干能力达到75%以上。 

（六）稻麦秸秆处理环节。结合我市土壤性状特点，进一步

完善麦秸秆还田集成水稻机插秧、稻秸秆还田集成小麦播种技术

路线，巩固提升秸秆机械化还田水平。确保两年内大马力秸秆还

田、秸秆粉碎、秸秆打捆等秸秆处理配套机具增量不低于250台，

各类配套秸秆处理机具存量在1800台以上，夏、秋两季秸秆机械

化还田率分别达到85%和60%以上，全年稻麦秸秆处理机械化水

平达85%以上。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农林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市农工办、发改委、财政局、

国土资源局、环保局、水利（水务）局、农林局、粮食局等部门

和各镇（街道）分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市农林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名单见附件）。各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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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做好统筹

规划，细化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创建方案。市农林局要做

好机具推广、技术培训、质量督查、创建考核等工作，科学谋划

稻麦高产创建、植保统防统治等项目实施，重点向粮食生产机械

化薄弱镇倾斜，帮助农民选择良种，加强育秧技术和田间管理等

关键环节指导，扩大示范效应；市发改委和水利（水务）局要围

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现

代农业装备推广应用提供支撑；市财政局要积极安排专项资金，

为加快推进粮食生产机械化提供资金保障；市国土资源局要帮助

化解烘干设备、农机库、农机维修建设点等用地难题；其他部门

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确保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顺

利推进。要将示范创建列入全市农业农村工作重点考核内容，制

定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绩效跟踪、中期检查和考核验

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我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目标如期

完成。 

（二）加大财政扶持。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作业补贴等

政策导向作用，积极争取省、市创建奖补资金，加大市镇两级财

政专项资金扶持，市镇两级财政对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每年

投入不少于1500万元。科学细化农机化奖补扶持方案，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重点加强稻麦种植、高效植

保、收获机械化等薄弱环节机具推广，整合农机培训、科技入户、

三新工程等项目资金，侧重向粮食全程机械化实施主体倾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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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全程机械化生产装备水平。 

（三）注重主体培育。建立以农机服务组织为实施主体、农

机农艺技术指导、标准化支撑的“一体两翼”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实现模式。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鼓励实施主体进行土地流转，

适度规模化经营和服务，围绕提升粮食生产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这条工作主线，加强农机装备能力、作业服

务能力、规模经营能力、产业化发展能力、配套保障能力建设；

规范合作社人员聘用、机务、安全生产、财务、机具维修、档案

管理制度建设；推进合作社订单式、托管式、联耕联种等社会化

服务建设。培育稳定从事粮食生产农机服务组织160个，其中从

事农机服务组织120个，以农机合作社为实施主体，建成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万亩示范片12个，每个万亩示范片建设核心千亩示

范区1—2个，覆盖全市所有镇（街道），强化示范区辐射带动效

应，全程机械化服务面积达75%以上。整合农机科技入户、农机

获证奖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项目，重点围绕秸秆还田、小麦

机播、粮食烘干、高效植保等主推技术，每年培训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农机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带头人、农机技术人员3000人次

以上。 

（四）强化宣传发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政务网站、

微信、微博等媒体，组建精干的技术队伍，充分利用送科技送机

具下乡、农机科技入户、组织现场演示、观摩会等手段，开展多

形式、多渠道、多层面的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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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农民购机热情。重点引导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

模经营主体合理配置机具，重点发展高性能、低能耗、大马力复

式多功能作业机具，加快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附件：溧阳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名单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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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  长：曹  俊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高  洁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谢菊芬     市农林局局长 

成  员：黄志娟     市农工办副主任 

杨志才     市发改委副主任 

黄亚红     市财政局副局长 

吴锁顺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徐剑云     市环保局副局长 

潘志荣     市水利（水务）局副局长 

芮志福     市粮食局副局长 

王建生     市农机局局长 

鲍进福     溧城镇副镇长 

刘永山     天目湖镇党委副书记 

施春俊     埭头镇人大主席 

余  军     上黄镇副镇长 

吴  俊     戴埠镇副镇长 

范卫平     别桥镇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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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明     竹箦镇政协工委主任 

蒋克春     上兴镇副镇长 

史晓俊     南渡镇统战委员 

沈志龙     社渚镇副镇长 

吕建强     昆仑街办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林局，由王建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 

 

 

 

 

 

 

 

 



 

 

 

 

 

 

 

 

 

 

 

 

 

 

 

 

 

 

 

 

 

  抄  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 

市人武部。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