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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江苏农机技术推广服务新局面 

陈新华/ 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江苏农机推广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突出提档升级，围绕全程全面，服务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紧紧围绕全省农机化发

展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农机推广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服务全省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再上新台阶。 

服务中心工作，助推主要环节农机装备技术推广 

助推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建设。针对全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薄弱环节，积极推广水稻育插秧设备、小麦播种机、粮

食烘干机和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等一批新型、复合型、智能型农机装备，开展系列现场技术推广演示观摩等活动，加快补

齐短板，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2018 年全省新增 25 个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项目，完成首批 15 个示范县的考

评认定，择优推荐申报 11 个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数量居全国前列。 

助推设施农业“机器换人”工程建设。选择当地特色、优势农产品，以设施机械化生产为建设目标，引进先进适用的农机

装备，试验集成农机、农艺技术，协调融合，形成生产链。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的迫切性和技术突破的难易程度，以大宗蔬菜为

切入点，先从容易取得突破的生产环节和作业机具入手，提出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并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突破难

点，全面推进。以蔬菜、水果、花卉、林木、茶叶、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主要生产环节，在全省选择 10 个县加大主

要环节生产装备的引进试验和机械化技术的集成应用，重点示范应用耕、种、管、收、初加工和储运等环节装备技术，形成了

西兰花、包菜等 4 种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明确了叶菜和茄果类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路线，制定了部分蔬菜机械化生产技

术规范。如通过对青菜、菠菜、苋菜、辣椒、西红柿等蔬菜品种的机械化生产技术试验和集成，明确了机具配备方案、形成了

机械化生产技术要点，制定了 6 个地方标准。制定发布了农机装备“三个一批”清单，将新型急需农机装备纳入高效设施农业

机械重点补贴范围，为各地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提供参考，有效保障了“推广普及一批成熟通用机具、引进配套一批专用定制

装备、研究开发一批急需紧缺产品”设施农机化工作路径的实施。 

助推油料等经济作物机械化技术推广。积极推进油菜、花生、大蒜等油料、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化，不断加快全面机械化装

备和技术推广。在油菜种植区加大油菜机械化直播推广应用力度，试验示范油菜毯苗培育及毯苗机械化移栽技术，继续试验示

范油菜分段收获与联合收获机械化技术及机具，逐步推进油菜机收水平的提高，稳定了全省油菜种植面积。示范推广花生、大

蒜等块茎类作物生产机械化，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全省花生种植区已基本形成垄作平作并重，机播机收有序推进的格局。 

整合科技资源，促进农机科技成果转化 

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发挥农机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才优势，不断跟踪农机化前沿技术发展方向，积极参与农机化科技项目

的申报和实施，整合科技资源，促进农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2018 年，全省实施部省农机技术推广项目 50 多项，围绕设施

农业生产管理、收获等关键环节，就韭菜收获机、果园管理机等多项装备技术，与科研院所、农机企业进行联合攻关研发，构

建了良好的产学研推合作机制。 

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省级农机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适时组建高效设施农机化生产技术联盟，共同开展高效设施

农业机械化新装备新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培训指导、技术服务以及农机农艺融合研究等。以粮食烘干机为突

破口，探索“互联网+”在农机技术推广、装备使用中的应用；以农机深松整地作业面积、作业深度监测为切入点，探索“互联

网+”农机作业管理服务新模式，为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技术在农机上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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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科学创新意识。蔬菜急需实现生产机械化，但因其种类繁多，生产差异大，也最难实现全程全面机械化。在生产中，

选择易于实现生产机械化的蔬菜品种，优先在条件较好的园区推进，同时坚持原始创新，突破技术瓶颈，开发出了叶菜类收获

机、青毛豆采摘机、蔬菜播种机和蔬菜移栽机等一批特色农机装备，为全省蔬菜生产机械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装备支撑。坚

持集成创新和引进开发再创新，推动蔬菜育苗播种技术、蔬菜全自动机械化移栽技术、蔬菜苗自动嫁接技术、蔬菜田间精密播

种技术等一批国外先进装备技术加快实现本土化、国产化。积极开展农机化技术的试验论证工作，油菜毯状苗机械化高效移栽

项目、农机无人系统试验示范、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等技术进行了多点试验示范，对试验条件、机具动力经济性指标、作业质

量等方面进行了指标检测和验证。 

创新服务模式，打造农机科技推广新品牌 

创新推广培训方式。一是立足基层，重实践效果。基层农机推广人员培训一改过去专家授课一统天下的情况，建立了农机

培训三个课堂——“田头课堂、大棚课堂、库房课堂”。把农机技术能手请到田头、钻进大棚、深入库房，做给农民看，带着农

民干，达到了“面对面、短平快、重实践”的效果，实现了“村村有课堂、随时能培训、身边有教员”的目标，深受农民、机

手和基层欢迎。二是立足长效，重前沿方向。举办全省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报告会，邀请两院院士等相关专家围绕农机化科技创

新发展、智慧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粮食生产机械化和秸秆高效还田免耕机播技术等重点、难点、热点专题，对全省农机推广

队伍进行高层次培训，拓宽了农机人的视野，增强了农机人的信心和决心。三是立足合作，重对外交流。以农机科技创新中心

为平台，积极推进与农机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的交流融合。与国外农业农机部门相关人员加强对接交流，扩大了农机推广影响

范围，提高了全省农机推广的国际声誉。 

加强农机科技志愿者服务。以全省农机推广系统科技人员为骨干，集中农机企业、农业科研院所、学校和管理部门等多方

力量，组建“江苏省农机科技志愿者服务队”，打造农机科技推广服务新品牌。全省 13 个支队和 63 个服务分队共 1000 多名科

技志愿者分区域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服务工作已由大田粮食生产向设施农业生产延伸。开展农机维修“百名能人结对百社”

志愿服务工作，搭建了农机维修新平台，创新农机维修新机制，解决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维修难、应急抢修速度慢的难题。2018

年夏秋农忙期间，全省共出动志愿者服务 2 万多人次，累计排除各类机械故障 3 万多台次，实用技术人才培训 3000 多期、3 万

多人次，提高了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为全省夏秋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拓宽实施路径，推动农机化技术推广迈上新台阶 

支撑产业发展。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技术，有助于振兴农业产业，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农机推广要统筹农业产业布局，立足生产实际，围绕产业发展谋划推广农机装

备与技术，确保推广的农机装备与技术有市场、受欢迎。根据全省农业产业布局，围绕省里划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保护区，围绕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推动农机装备技术由传统种植业向设施农业、林果茶、渔业等延伸。2019 年是全省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建设的攻坚之年，也是设施农业机器换人工程和绿色环保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加快推进之年。全

省农机推广系统将围绕这个核心任务，加快农机装备与技术推广，针对主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对标找差、查漏补缺。加快

高效设施农业机器换人和绿色环保技术装备的推进步伐，特别是绿色蔬菜、应时鲜果、花卉苗木、中药材等高效作物，以及渔

业等高效养殖业，强化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具新技术示范推广，力争形成农机技术推广与农业产业紧密联系、良性互

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聚焦机艺融合。充分发挥农机、农艺部门等技术专家作用，结合各地农业生产实际，研究制定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发展的技

术路线、作业标准和机具配备方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和技术装备体系。不断总结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建设典型经验模式，形成和推广一批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研究制定一批农机“两大工程”技术标准，

加快农机、农艺融合发展步伐。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汇聚育种、栽培、设施装备以及产业经济专家，搭建

会商机制和沟通平台，有效破解农机农艺技术割裂问题。要创新农机农艺融合机制，协同改善农机作业基础条件，推动农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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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小并大、短并长、弯变直和互联互通，推动其他农业生产“宜机化”改造，推进良种、良法、良田、良机集成配套，形成农

机农艺“一条龙”的技术推广模式，提高技术服务能力。 

突破科技创新。加强农科教合作，充分发挥科研院校、农机骨干生产企业和推广系统的优势互补作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和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应用。瞄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薄弱环节，尽快补齐短板，示范推广一批先进适用的农机

装备。广泛开展设施农业、林果茶、渔业等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的试验选型，适时出台一批主推农机装备清单，提升农机全程全

面机械化水平。加快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加快推进水稻机插侧深施肥、深翻深松、保护性耕作、节水灌溉、

精准施药、配方定位施肥、秸秆还田收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及粪便处理等机械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广符合环保标准的农

业动力装备，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绿色环保农机装备与技术的应用，提高绿色环保农机装备技术水平。发挥车载信息服务

产业应用联盟成员作用，加强农机信息化技术装备交流合作与攻关研发，增强农机科技技术储备，推进农机自动驾驶导航、无

人植保机、无人插秧机、农机深松整地智能监测等农机信息化技术试验示范。 

强化体系建设。立足公益性推广职能，强化农机推广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机技术推广人才培养，为农机技术推广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加强与省内外重点高等农业院校的合作，加快农机专业学生的技能和业务培训，为全省农机技术推广系统

提供力量支撑。发挥农机技术推广主体作用，构建多元协同推广机制，增强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活力。创新推广服务模式，依

托省农机科技推广志愿队伍，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擦亮江苏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的“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