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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强调，粮食生产机械化是粮

食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指标之一，各地要站

在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高度，把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主动作

为、压实责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确保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加强农机生产信息报送能力

建设，及时、准确报送农机化生产信息，提高

信息调度效率和数据质量；及时总结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工作中的好做法，提炼粮食产

业全程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典型模式与经验

做法，加大先行县、示范基地等典型宣传力

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工作的氛围。

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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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施方案》要求，我省要聚焦 1500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121.2亿斤粮食产量、3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紧扣重要农时，着力补齐

粮食机械化栽植短板，推广先进适用机具，推

进机械化生产减损，推动数字化机械化融合发

展，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政策扶持，实现水

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83.5%以上。

七大工作任务，补齐粮食生产机械化短板
重点

工作

机械化种田、科学种田，是今后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施方案》要求，重

点抓好七项工作任务。

深化农业“机器换人”工作。大力推进全

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省级农

业“机器换人”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农业“机器

换人”示范基地建设，全年新增农业“机器换

人”高质量发展先行县10个，以点带面，辐射带

动周边加快推进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深化农机社会化服务。推进区域农机综

合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县域统筹，优化育秧育

苗、粮食烘干、稻米加工以及机具库棚等配套

设施布局，提高农业设施使用效率，全年新增

区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10个。壮大农机实用

人才队伍，组织开展水稻机插、机收驾驶操作

技能大赛，培训各类农机化技术人员 2 万人

次。强化农机作业条件和作业标准的落地落

实，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技术指导，切实改善

农机通行和作业条件。

加大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及装备应用。

着眼补齐全程机械化短板，提出粮食生产年度

主推技术，发布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技术模式和技术路线，完善由农机、

农艺、制造企业、科研院校等专家组成的农机

化产业技术服务团队。以农机合作社、区域农

机综合服务中心等农机经营主体为主要对象，

围绕水稻机械化栽植、机收减损、绿色生产、数

字化等农机化技术，重点推广机械化栽植、保

护性耕作，试验示范机播、自主驾驶技术，举办

开展机械育秧栽植、无人机植保、水稻机收作

业等技术培训和观摩活动。

推进生产机械化减损。宣贯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作业技术规范，提高机手规范操作意

识和能力。保障作业机具性能良好，指导机手

做好作业前的机具检查调试，协调农机销售企

业、农机维修网点做好收割机零配件的供应和

维修保障以及作业前后的保养检修工作。部

省联动开展水稻收获机质量调查，督促企业改

进机具性能，引导农户选用适宜机械。在作业

条件良好情况下，实现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

总损失率≤3%、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总损失

率≤2.5%的作业要求。

抢抓关键农时生产。紧扣春耕、“双夏”和

秋收冬种等关键农时，充分发挥农机抢收抢种

主力军作用。完善并落实农机生产信息报送

制度，建立健全信息报送员队伍，强化生产进

度与农机作业供需信息有效对接。加强协调

配合，会同公路管理等部门做好跨区作业证发

放、作业车辆通行等工作。

推动机械化数字化融合发展。积极推广

星光运营模式，加快粮食生产数字应用场景建

设，大力推广北斗、5G、AI人工智能等技术在

粮食生产装备上的应用，推动“浙农码”在农机

合作社、补贴机具上的赋码管理，再造粮食生

产全过程数字化流程。

深化政策支持。研究制定 2021-2023 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先保障粮食生产机械购

置补贴需求。将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生产所

需机具全部列入补贴范围，实行应补尽补。对

水稻插秧机、谷物烘干机、打（压）捆机等实行

累加定额补贴，适当提高粮食生产机械化薄弱

环节以及高端、复式、智能农机产品补贴额测

算比例。鼓励条件成熟的地方开展作业环节

补贴，支持粮食全程机械化发展。

为有效控制农业废弃

物污染，进一步提升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近日，省农

业农村厅发出通知，对做

好2021年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工作进行部署。

农药包装废弃物不是

普通的生活垃圾，遇到雨

水冲刷或经暴晒，残留农

药会渗透到土壤和沟渠

中，造成污染。通知要求，

一要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工作机制，进一步创

新完善废弃物回收利用的

工作方法、政策措施和监

管机制，鼓励农药生产经

营企业采取有效措施落实

闭环回收。二要提升农药

包装废弃物数字化监管水

平，切实做好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的数字化文章。

农药经营门店销售农药

后，根据系统赋值的不同

包装农药的废弃物产生

量，自动实名记录购买者

应交回的包装废弃物潜在

产生量，交回后核销，实现

包装废弃物在“农资店销

售（源头）—主体购买使用

（产生）—农资店回收（回收）—归集点存

放（归集）—处置”全程数字化监管和实

时展示。三要加强回收归集环节安全生

产，指导督促各回收站（点）严格执行环

保措施，鼓励通过安全认证，确保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各环节生产安全。四要探

索农药包装废弃物减量和资源化利用途

径。鼓励农药使用者使用便于回收的大

容量包装物，鼓励农药生产企业使用水

溶性或可资源化的包装材料，回收站

（点）按材质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回收

归集。积极探索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的有效方法途径，大力推进资

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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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实施方案》明确

今年我省水稻耕种收机械化率要达83.5%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2021年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今年我省粮

食生产机械化目标，制定了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为夺取

2021年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支撑。

近年来，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积极优化粮食生产功能区，强化耕地用途管制，采取清理腾退、系统管护等措施，引导农

民科学轮作，提高粮食产量，提升经济效益。 胡剑欢 摄

科学轮作科学轮作，，提质增效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