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推进行动的实施意见

邹政字〔2019〕5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推进行动的意见》（农机发〔2015〕1 号）、《山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同意山东省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批

复》（鲁政字〔2015〕249 号）、《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的实施意见》（济政字

〔2017〕122 号）等文件精神，提高我市农业机械化水平，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市政府

决定在全市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现提

出以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一、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的重要意

义

近年来，在国家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

策有力推动下，我市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到 2018 年底，

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76.8 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3.41%。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为保障全



市粮食持续增产，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做出了积极贡

献。但面对农业现代化建设新要求，我市农业机械化仍然存

在诸多“短板”亟待解决。在作物种类上，虽然小麦、玉米

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较高，但花生、马铃薯等作物生产综合

机械化水平仍然偏低，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和果蔬生产机械

化水平相对滞后；在生产环节上，虽然耕整地环节机械化水

平较高，但部分作物的播种、植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

等环节机械化水平仍然偏低；在区域发展上，平原地区农机

作业水平较高，山区丘陵机械化发展相对落后。总体来说，

我市农机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突出，不少环节低水

平粗放式发展特征仍然明显。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推进行动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有利

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

为统领，以提高小麦、玉米、花生、马铃薯等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为主要目标，以耕整地、种植、收获、植

保、烘干、秸秆处理为重点环节，以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化技

术及装备、培育壮大农机服务市场主体、探索全程机械化生

产模式、改善农机化基础设施为主要手段，积极开展全程机

械化示范区创建,努力构建上下联动、区域协调、务实高效



的农业机械化推进机制，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全力打造农

业机械化发展升级版。

（二）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区域的土壤状况、种植模

式、经营规模、经济水平，确定适宜的技术路线和主推机型，

坚持农机农艺融合，完善技术模式，推动技术集成和标准化，

优化技术路线和装备配置，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

2.统筹规划，梯次推进。围绕突破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选

择农产品主产区、高标准粮田规划区和农机化基础好的区域

建设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示范点，努力提升小麦、

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质量和水平，通过示范引

导、以点带面、辐射联动，实现整村、整镇街推进。

3.融合发展，协同实施。以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为载体，以

绿色增产的农艺技术为内容,结合采用信息化技术和开展农

田基本建设等工程技术，加强农机、农艺等多部门的联合攻

关、协同配合，推动农机农艺相融合、农业机械化与适度规

模经营相融合、农机化与信息化技术相融合。

4.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以政府扶持为引导，以农机社会化

服务组织、农业生产规模经营者为主体，创新工作机制,强

化部门协作，汇聚多方力量,拓展资金投入渠道，形成推进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合力。



（三）发展目标。以争创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市、区）为目标，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布局，主攻薄弱环节机械化，推

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技术，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全面可持续发展。到 2020

年，力争全市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9.8%，

高效植保机械化水平达到 60%、粮食烘干机械化水平达到 40%、

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达到 99%。

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及技术推广。充

分利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加快推进小麦联合收获机升

级换代，主推高效低损收获、宽幅精量播种、机条播技术，

加快发展高效植保、精准施肥、秸秆捡拾打捆和粮食烘干机

械，进一步提高耕种收作业质量。玉米主推免耕精少量播种、

摘穗收获技术，发展籽粒直收、烘干、青贮等技术。花生重

点推广机械播种和高效分段收获、联合收获技术。马铃薯主

推机械化播种、分段收获技术，重点推广先进适用的马铃薯

播种机、收获机、高效精准施药等机械化技术。

（二）恢复提升耕地地力。以国家水土资源保护工程、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计划和山东省“双增产工程”等

计划项目实施为契机,以实施机械化地力提升工程和农机深

松作业补助等项目为抓手，加快推广应用深松整地、保护性



耕作、秸秆还田、残膜回收等绿色增产机械化技术,培肥改

善地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农业高产高效与资源生

态永续利用。

（三）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秸秆禁

烧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制定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农机作

业标准及技术路线，总结推广秸秆机械化利用成熟经验和做

法，把机械化还田作为秸秆综合利用主渠道,重点推广大马

力拖拉机和配套机械，扩大机械粉碎还田、深耕、深松、免

耕播种面积，满足农艺要求，提升还田效果。积极拓展秸秆

肥料化、燃料化、原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等多种利用方式，

加快示范推广秸秆捡拾打捆、固化成型、编织加工、青贮等

机械与技术，提高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

（四）提高粮食烘干能力。坚持收储烘干与产地烘干协调推

进，重点推广节能、环保型低温循环式烘干机，推广先进适

用烘干技术，科学布点区域性烘干中心，在产地合理规划配

置烘干装备，加快建立机械化烘干示范基地。力争在全市建

成 8 处粮食烘干中心，逐步提高我市粮食烘干处理机械化水

平。

（五）增强高效植保机械服务能力。积极开展绿色防控与统

防统治融合示范创建活动和化肥、农药减施控害行动，到

2020 年实现减施 10%的目标。重点发展精准施肥、高效植保

机械化技术，加快推广高地隙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先



进适用的植保机械，逐渐淘汰老旧、低效的喷雾机，不断提

升施肥、植保的机械化和精准化作业水平。

四、推进措施

（一）积极创建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街）。

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创建活动,积极创建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街。全市每年创建 2 个以上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街）、50 个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村（基地）。通过示范创建，探索总结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径、技术模式、配套机

具、操作规程及服务方式，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加大示

范推广力度，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不断提高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水平。

（二）培育壮大新型经营服务主体。充分发挥农机经营主体

主力军作用，积极培育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服务主体，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入开展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活

动，每年选拔培育一批依法运行、民主管理、设施配套、服

务高效的农机合作社，通过合作经营、土地股份、统一服务

等形式，推进订单式、托管式、联耕联种等农机社会化服务，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扎实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会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农机人才

队伍。



（三）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加快建立新型农机化技术推广服

务体系，确保农机技术推广工作有序开展。加大技术人员、

农机手、种粮大户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技术开发、示范应

用和农机管理能力。成立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

进技术专家组，邀请涉农领域相关专家，开展决策咨询、技

术指导、培训交流、验收考核等工作。围绕全程机械化薄弱

环节，加强农机产学研合作，开展联合攻关，为突破农业机

械化发展技术瓶颈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撑。

（四）推进农机信息化建设。开展“互联网+农机化”推进

行动，建设农机管理服务信息化指挥调度平台，通过互联网、

移动通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手段，加强农机管理部

门、科研单位、生产企业、农民和农机手的互联互通，推进

互联网、物联网和农业机械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农机管理服

务科技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市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市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市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统一组织协调项目的落实。

农业、农机、科技等部门负责整个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服

务,财政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及时拨付和监督管

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依据各自职能积极配合。各镇街



也要成立相应机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要充分发挥村级基层组织的主导作用，切实在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实现区城域化种植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二）强化政策扶持。市政府 2019 年设立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农机新技术推广应用和高效

植保机械、粮食烘干机械的购置补贴，为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发展提供保障。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创

建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为规模化的农机作业服务创造条件。支持农机户、家庭农场、

农机合作社兴建农机具库棚，加大农村机耕道路、桥涵建设

力度，落实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粮食烘干用电享受农业用电政

策。

（四）积极宣传引导。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主

体在农民。要大力宣传推广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的重大意义、重要作用，让农民群众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主动参与。通过组织召开现场演示会、举办培训班、开设网

络宣传专栏等多种形式，集中发布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的技术成果、工作进展等，及时总结推进工作中的好

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加强学习交流和借鉴。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为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推进行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五）加强督查考核。市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工

作领导小组将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督导检查，对于推进不

力、严重影响全市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进程的镇

(街)，进行通报批评，对工作开展得好、有特色亮点的镇（街）

(街)给予表彰奖励。市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要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对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示范建设

项目的评估验收。各镇（街)要结合本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发展实际,制定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加强监测评

价，及时掌握进度，主攻薄弱环节，确保按期实现发展目标。

附件：邹城市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名单

邹城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8 月 8 日



附件

邹城市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工
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杜庆节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赵洪新 副市长

成 员：左新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融媒体中心主

任

陈 伟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

朱红卫 市科技局局长

田慎华 市财政局局长

王永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高凤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宋 波 市水务局局长

张 弘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爱国 市审计局局长

李曙光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

张兴涓 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

鲍善顺 市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主

任

程 伟 市供电公司总经理



相启跃 峄山镇镇长

房亚东 看庄镇镇长

秦仕儒 香城镇镇长

时慧芬 张庄镇镇长

丁伯平 城前镇镇长

王 冲 田黄镇镇长

盛振亮 大束镇镇长

张广洲 中心店镇镇长

徐振龙 北宿镇党委副书记

张 雷 唐村镇镇长

徐相斌 太平镇镇长

姜传军 郭里镇镇长

边新福 石墙镇镇长

吴 兵 千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赵 峰 钢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孟祥峰 凫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

鲍善顺兼任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