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义作为山区丘陵县，推广水稻

全程机械化存在先天性的短板制约。

本世纪初，我县水稻机插率基本为

零。20 年来，武义以试点工厂化育秧

为切入点，全力破解‘育秧技术掌握

难，落实资金补助难，三包服务到位难’

三大水稻机插推广关键问题，推动‘秧

苗’‘农机’两大关键要素在时间、空间

维度的腾挪重组和高效利用。”武义县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2024年，该县

水稻实际种植面积 8.41 万亩，水稻机

插面积 7.61 万亩，水稻机插率突破

90%。

武义县高度重视育秧体系建设在

推广水稻机插技术中的关键作用，以

开创性的“工厂化集中育（供）秧模式”

破题，着力构建布局合理、辐射全域、

功能完善的育秧体系。

创设工厂化育秧模式。2007 年，

武义县统筹整合财政资金700余万元，

在王宅镇仁村承包土地120余亩，开创

性打造全省首个工厂化集中育供秧基

地——武义县现代粮食合作社，解决

了水稻机插育秧难的“卡脖子”问题。

基地建成当年，实现工厂化育秧4.4万

盘，试点机插面积近千亩，实现武义水

稻机插“零”的突破。

制定全流程育秧标准。武义深入

开展叠盘暗出苗育秧技术本地化实践

研究，迭代完善种子筛选、基质调配、

浸种催芽等关键技术环节的工厂化育

秧操作规范。通过精准控制育秧环

境，落实最严格的操作标准和操作流

程，有效提高秧苗出苗率和整齐度，实

现育秧标准化、规范化。

构建全域育（供）秧体系。武义以

粮食生产重点乡镇为核心，先后建成

工厂化育供秧基地5个，各育秧基地按

照计划培育标准化秧苗，保障全县机

插秧苗供应。2024年，全县6个育秧基

地实现水稻工厂化育秧282万盘，供秧

面积达8万余亩，基本满足全县机插供

秧需求。接下来，计划再建万亩育供

秧基地，年供秧能力突破10万亩。

本报记者综合

武义：迎难而上，补齐短板，争创丘陵山区水稻机插样板

温州：出台政策，集成技术，
全力提升水稻机插水平

近年来，温州市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出台

机插扶持政策，集成推广机械化育秧和机插种

植技术，提升社会化服务能力。截至2024年，全

市水稻机插面积达78.15万亩，机插率60.87%，

其中，苍南、乐清、瑞安等地机插率均超70%，苍

南达78.41%。温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计划到2025年，水稻机插面积增至86.13万亩，

机插率达67%；2027年机插率达73%；2029年稳

定在80%。

聚焦服务能力，构建机插体系。围绕“育秧

中心+社会化服务”模式，温州市全力打造机插

服务体系。全市共建成粮油类农事服务中心23

个，设立育秧集中点352个，其中育秧中心和基

地66个，配备育秧流水线362条（套），2024年集

中育秧面积达69.5万亩，有效保障秧苗供应需

求；同时，投入插秧机1650余台，组织1730余名

机手作业，有力推动机插作业高效开展。

强化政策引领，激发机插活力。温州市统

筹推进水稻机械化生产，各县（市、区）因地制宜

强化扶持。乐清市针对连作晚稻机插给予

30.72元/亩补贴；苍南县对安装北斗设备终端、

机插种植面积合计达到500亩以上的主体给予

补贴；龙港市对育秧基质补40%、硬质秧盘补2.5

元/只，并对年服务 500 亩以上且辐射散户 100

亩的主体给予秧苗2元/盘补贴；瓯海区实行50

元/亩的机插普惠政策，将插秧机等购置补贴提

高至80%;鹿城区对参与作业的插秧机，给予每

年每台2000元补助等，政策加持激发了机插热

情。

驱动装备升级，提升机插质效。温州市推

进装备升级，利用新机购置补贴和老旧机具报

废补偿政策，引进先进设备，2024年新增插秧机

468台，增加41.4%；在瓯海等地开展丘陵山区机

插试验，推广四行步行式插秧机，为提升机械化

水平奠定基础；坚持“改地适机”与“改机适地”

相结合，在文成、泰顺等地开展宜机化改造2600

余亩，为机插作业创造条件。

嘉兴作为“浙北粮仓、鱼米之乡”，水

稻种植面积居全省第一，但水稻机插水

平有待提高。嘉兴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表示，今年将采取有力举措，奋起直

追，力争今年新增机插面积22万亩，提

高17个百分点，机插率达到50%以上。

补足短板，提升育秧能力。结合

农业“双强”项目建设和农事服务中心

星级评定工作，嘉兴市加快在建已建

农事服务中心育秧能力的扩容提升，

确保2024年新建扩建的9个工厂化、集

中式育秧中心尽早投入使用，及时补

足育秧能力短板。

用好政策，更新机插装备。嘉兴

市依托农业“两新”超长期国债和农机

购机补贴等政策，重点加大育秧、机插

装备报废更新和新增购置设备的动员

引导力度。根据摸底调查，2025 年全

市计划购置育秧流水线12套、秧盘100

余万只、插秧机100余台。

强化培训，招引机插人才。举办

种粮大户动员培训班，围绕水稻育秧、

机插等环节开展技能人才培育；同时，

利用濮院、洪合羊毛衫市场淡季窗口

期，对接云南、四川等地务工人员中的

专业机手，解决机手短缺问题。

嘉兴：强化能力，狠抓服务，奋起追赶水稻机插率

之江大地，春耕备耕工作正有序展开。根据近日召开的全省水稻机插现场推进会要求，今年水稻机插率要实现大突破。为实现这个目标，各地正奋力推进。

沃野春潮涌 农机“绘”新图
各地全力以赴提升水稻机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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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怡

本报讯 近日，全省水稻机插现场推进

会在武义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将锚

定“一年大突破、三年大跨越、五年创一流”发

展目标，加快补齐水稻机插工作短板，力争

2025 年全省水稻机插率不低于 55%，2027 年

水稻机插率达到 70%，2029 年水稻机插率达

到80%。

会议指出，抓好水稻机插工作是补齐水

稻全程机械化短板、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保

障粮食稳产增收的迫切需要，必须以最坚决

的态度、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度抓实推进。

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精准施策，全速全力

打好水稻机插“翻身仗”。要重塑政策体系，

学习武义“摊费入盘”做法，把各类补助落到

每盘秧苗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农

户机插种植积极性。要升级服务体系，以农

事服务中心为主体，推动育供秧功能全域化

布局，加快建设专业队伍、统一服务标准，不

断做优专业化服务、精细化管理。要迭代技

术体系，聚焦丘陵山区小型农机先导区建设，

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宜机化改造，全力破

解复杂地形机插作业问题。

会议要求，要合力攻坚，全面打赢水稻机

插“翻身仗”。要明确目标任务，把责任层层

分解到县、乡、村、主体、田块，确保工作落细

落实。要全面摸排起底，摸清各地水稻种植

户、种植面积、育秧能力、插秧机和机手等底

数，详细掌握基础情况。要加强组织领导，组

建专门工作小组，明确专人专岗专责，确保工

作有人抓、有人管。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人

员、资金、项目等支撑，坚持全程考核督导跟

进，确保任务如期完成。要落实闭环管理，强

化实时调度，压实各级责任，形成工作闭环。

要注重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提炼一批好模式、

好机制、好做法，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会上，武义县作经验介绍，11个设区市分

别作交流发言。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浙江欧

欧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武义县仁村育秧中心。

全省水稻机插现场推进会在武义召开

坚决打赢水稻机插“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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