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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省 2023 年农业机械化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农村局

长会议精神，按照《贵州省粮油生产能力提升行动方案》部署要

求，进一步加快我省农业机械化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视察贵

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农业机械化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按照

“12345”总体思路，聚焦一个中心（实施粮油生产机械化社会化

服务提升工程），紧盯两个目标（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 50%以上、较大以上农机安全事故“零发生”），夯

实三项基础（夯实研制、推广、人才基础），创评四个十佳（十

佳农机示范县、十佳农机合作社、十佳农机推广先锋、十佳农机

手），实施五大行动（水稻耕种收机械化行动、油菜耕种收机械

化行动、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行动、农机社会化服务提升行

动、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行动），奋力推动全省农业机械化实现新

突破、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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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全省示范推广水稻耕种收机械化 50万亩，打造核心示范区

46个，引领带动全省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7%；建设

油菜耕种收机械化示范点 36个，引领带动全省油菜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49%；建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示范点

20 个；原则上每个涉农乡镇成立 1 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全

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0%以上，农机社会化服

务组织达到 750家以上；较大以上农机安全事故“零发生”。

三、重点任务

（一）夯实三项基础

1.夯实研制基础。协调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校、詹阳重工等生

产企业及有关单位组建贵州省农机化发展工作专班，围绕我省粮

油作物、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农机短板、农机企业发展需求梳理 3

张清单，协同浙江省探索推进丘陵山区适用小型农机推广应用先

导区建设，联合研发引进轻简型油菜移栽机、小型粮油作物批式

循环干燥机等农机设备。落实粤黔山地农机合作协议，加快推进

思南等 8个县水稻生产“智慧农场”建设。支持詹阳重工等省内

企业提高研制能力，协调推动四行水稻钵苗移栽机、碎石精整地

机等批量生产应用，组织实施刺梨采摘机、大豆玉米复合播种机、

辣椒收获机等优化改进。

2.夯实推广基础。各地要围绕粮油和本地农业特色优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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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作物、分品种、分技术、分区域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农机

推广应用短板问题清单和工作措施；统筹种业、农田建设、种植

业、农机等部门集成配套良种、良田、良法、良机技术，结合实

际发布推广一批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着力推广小型化、多功能、

组合式农机具。聚焦粮油生产“六大工程”示范点，整合相关资

金实施农机作业补贴，围绕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不断提升农机化

率，在烘干、贮藏、转运、初加工等环节推广适用农机，在“稻

+”上探索机械化开沟养鱼，“玉米+”上探索搬运机械等农机设

备应用，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中提高农机参与度。

3.夯实人才基础。建立健全省、市、县逐级培训机制，省级

举办农机技术推广、安全监管、农机合作社等培训不少于 2期，

各地要统筹结合高素质农民培育、“头雁”培育等项目，制定农

机培训计划，落实培训经费，围绕领军带头人、农机推广、技能

提升、安全监管等开展系列培训。市级培训不少于 3期 150人次，

县级培训不少于 4期 160人次；46个水稻示范区、36个油菜示

范点、20 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农机技术培训实现全

覆盖。每个县（市、区）针对性培养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军人物 1

—2名。

（二）创评四个十佳

在全省开展“十佳农机示范县、十佳农机合作社、十佳农机

推广先锋、十佳农机手”创评活动，各地要认真谋划、提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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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宣传，鼓励引导本地农机部门、经营主体、农机手等积极参

与“十佳”创评活动，激发农机从业人员推广好技术、好机具的

工作热情，积极营造争创先进、争当优秀、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三）实施五大行动

1.实施水稻耕种收机械化行动。全省示范推广水稻耕种收机

械化 50万亩；在开阳、都匀等 46个水稻生产大县各打造省级核

心示范区 1个（1000亩/个以上），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0%以上。

大力推广播种机、钵（毯）苗移栽机、侧方位化肥深施机、高地

隙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农机装备，集成配套集中育秧、高

密种植、机收减损等关键技术，推进绿色防控专业化服务，提高

田间管理机械化水平。支持育秧中心、烘干中心等设施建设。

2.实施油菜耕种收机械化行动。在播州、黔西等 36 个油菜

主产县各建设油菜耕种收机械化省级示范点 1 个（500 亩/个以

上），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0%以上， 探索推进油菜集中育苗、

机械化移栽、收获，重点抓好稻油轮作区排水晒田、基肥施入、

机械整地、开厢起垄、播前除草等。结合实际开展机械化免耕直

播、精量联合直播等。在巩固去年 25个油菜耕种收机械化示范

点的基础上，各地结合实际扩大示范面积。

3.实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行动。在威宁、关岭等畜牧

养殖大县推广应用生猪自动化环境控制、饲喂和粪污处理系统，

肉牛养殖拌料撒料、饲草（农作物秸秆）生产加工、牛粪还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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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设备。在罗甸、平坝等县推广应用蔬菜精量播种、标准化育

苗、高效移栽及收获等农机。在湄潭、都匀、修文等县（市）推

进标准化茶园果园建设，推广应用开沟施肥、除草打药、修剪采

摘等农机。各地围绕本地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广先进适用

农机装备。

4.实施农机社会化服务提升行动。各地要加大政策扶持和资

金支持力度，鼓励支持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

企业家入乡创办领办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原则上每个涉农乡镇

成立 1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实现服务全覆盖。总结推广松桃

“农机托管+综合农事”、安龙整合闲置机具和机手入股、长顺

组建合作联社等经验做法，通过购买服务和实施作业补贴等方

式，引导农机服务组织积极开展社会化服务作业，全年农机作业

面积达 4200万亩次以上。指导省农机服务协会和 9个市（州）

协会发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作用，探索制定农机服务质量技术

标准；鼓励引导各级农机服务组织应用推广“智能农机云”信息

平台，着力解决农机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不畅通问题。

5.实施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行动。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监管网络

化体系建设，发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作

用。深化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打非治违，各市（州）

每季度对县级全覆盖巡查不少于一次，各县（市、区）每两月对

乡镇全覆盖巡查不少于一次，春节期间、“三秋”等重要时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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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施专项检查。健全部门联合执法、综合监督工作机制，深入

推进变型拖拉机清零专项行动，按计划推进清零目标。加快推进

手机 APP、二维码识别等数字化监管工具开发应用，不断提升信

息化、数字化监管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健全省统筹督导、市县乡三级抓落实

的工作制度，各地要根据本方案，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逐级分解

下达目标任务，省、市、县逐级签订农机工作责任书，层层传导

压力，逐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用足用好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各地要加大财政资金统筹整合与投入力度，

今年农机化发展资金投入原则上要高于去年，重点支持粮油生

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急需农机具和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

落实设施农业用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用地、农业生产用电、

税费减免等政策。加快推进“农机贷”，探索将权属清晰的大型

农机装备纳入农村资产抵押担保融资范围，鼓励开展农机保险。

各市、县要建立农机项目库，统筹相关资金谋划实施项目。

（三）强化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大农机工作宣传力度，围绕

“百万农机闹春耕”、机收减损大比武，“三夏”“三秋”等重

要农时开展专题宣传报道。采取专题汇报，现场观摩等多种方式

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支持，通过微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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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媒体广泛宣传农机工作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升农机化工作

的影响力，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四）强化督导评价。省、市、县分别组建农机工作督导组，

围绕目标任务定期开展督促检查，重点任务推进、资金执行率等

作为重点督导内容。探索开展农机化重点工作绩效评价，每季度

开展一次调度，对工作推进有力的通报表扬，对工作推进不力的

进行通报、约谈、调减项目资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