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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创建的宝应路径 

王其龙/江苏省宝应县审计局 

王金淦 朱枫成/宝应县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宝应县按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要求，遵循“政府引导、装备支撑、技术引领、服务保障、协同推进”

的指导原则，以水稻和小麦两大作物为主要对象，以耕整地、稻麦种植、高效植保、机械收获、粮食烘干和秸秆处理为重点环

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模式，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创建。 

着力补齐机插短板 

统一思想认识。在全县开展“推，是不是方向；难，有没有办法；做，有没有效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聚认识。召开全县农机主体服务机插秧环节专题交流座谈会，通过算账对比、效益分析及机插大户现身说法，引导种

植户响应政府号召，购置机械，推广机插秧。在水稻生长期及收获期，分别组织种田大户实地观摩机插秧与直播稻长势，通过

现场比较，增强种植户推广机插秧的信心与决心。 

落实秧池面积。逐镇对接落实秧池田面积、地点、育秧主体，多次开办育秧技术培训班，鼓励开展集中育供秧和商品化育

秧，积极引导开展旱地育秧、硬质地面育秧及多批次育秧，推广使用育秧摆盘技术（摆盘机）和智能喷灌育秧技术，全县育秧

面积稳步上升。2018 年秧池田面积 7766.26 亩，其中 5 亩以上集中育秧点 317 个；2019 年全县育秧面积 7880 亩，其中 5 亩以

上集中育秧点达 452个。为加大对秧池田面积的考核，2018 年在全省首推微信笔记功能，对全县 5亩以上的育秧点全部实施 GPS

定位、面积测量、照片上传、分点汇总等，保证育秧面积的真实性。 

重视政策引导。宝应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财政扶持的重点是水稻机插秧，主要对以下几个环节给予补贴：一是新购机具作

业。新购机具当年在县域内机插秧作业面积不低于 400 亩，按每亩 25 元的标准给予作业补贴，最高作业补贴 1 万元/台。二是

育秧设备作业。要求育秧面积不少于 5 亩，按每亩 400 元的标准给予作业补贴，最高作业补贴要求 2000 元/台。三是水稻集中

育秧。有固定的水稻集中育秧场地和装备设施，单块面积在 5亩以上的秧池田，给予每亩 1000元的作业补贴。四是万亩示范片。

当年建设且达到市级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万亩示范片验收标准要求的，每个示范片补贴 4万元。 

突出机制模式创新 

推广应用农机集成技术。注重农机农艺融合发展，制定适应本地实际的秸秆机械化还田(犁耕深翻)、水稻机械化育秧、水

稻机插秧、小麦机条播、粮食烘干等关键作业环节技术线路。针对秸秆还田，总结形成了“大、小、均、露(压)”技术要点，

使农民机手熟练掌握，基层干部群众方便监督，大大提高了还田质量。加大对农机主体的技术培训力度，大力推广应用秸秆机

械化还田集成水稻机插秧、秸秆还田集成小麦机条播等技术，确保了农业增产增效。2018 年水稻机插秧亩产量普遍比往年直播

稻增产 100斤左右，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 

实行“六步走”推进机制。第一步，消灭机插秧空白组。创建初期，要求每个生产组都要有机插秧，起到宣传引导作用。

第二步，千亩示范方。要求每个村都要打造一个全程机械化千亩示范方，让老百姓直观了解全程机械化。第三步，整体推进村。

各村在打造千亩示范方基础上，努力实行整村推进全程机械化，全镇整村推进比例不低于 50%。第四步，万亩示范片。每个镇在



 

 2 

集中连片的 3～4个整体推进村中打造 1个万亩示范片。第五步，市级示范镇。全县 14个镇区中，10个镇在 2018年底创成了示

范镇，2019年力争再创成 4个，实现市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全覆盖。第六步，省级示范县。确保 2019年实现省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创建各项目标任务，达到省定各项考核指标要求，创成省级示范县。 

形成“示范创建+服务主体建设”的创建模式。紧紧抓住农机服务主体建设这个龙头，形成“示范创建+服务主体建设”的

创建模式。一是开展实体化运作。引导农机服务主体开展以建设阵地、添置机械、开展服务、承包土地等为主要内容的实体化

运作，创成 2个国家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12家省级示范社。夏集镇 13个村成立了以农机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合作社，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村干部和种田大户入股，总投入超过 500 万元，既服务示范创建，又增加了村集体和村干部的收入。二是引导

参与示范创建。加强与服务主体的沟通联系，发挥他们在创建中的主力军作用。汜水庆丰跨区收割合作社，由过去单一的机收

割扩展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成为远近闻名“扬州麦客”。三是打造示范典型。近三年共实施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36个，

投入资金近 300 万元，培育出一批不同类型的知名农机服务组织。泾河镇金穗合作社在自动驾驶、智能化控制等方面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严格工作督查考核 

加大考核力度。把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创建的主要指标列为百分考核项目，同时把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镇创建作

为农业农村条线考核的加、减分项目，加分标准相当于创成国家级示范项目。各镇加大对村和相关单位的考核力度。西安丰、

小官庄等镇，把创建工作作为一票否决项，对村级考核降档降级；曹甸、安宜等镇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与村组干部的考核报酬

挂钩，上下浮动 2000元；夏集镇把创建工作达标与否作为评优评先一票否决的一项。 

定期进行通报。注重创建工作的过程监督，深入镇村督促指导，总结经验做法，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总结宣传各地创

建过程中的主要经验与做法，协调相关媒体专题跟踪报道，重点介绍各镇区和村居参与创建的亮点做法，以相互借鉴学习。及

时通报关键机具推广及秧池田面积落实情况，传递工作压力。 

严格督查考核。成立创建技术领导小组，到村到组，跑田头、跑机头，实地检查工作推进情况、机具发展情况、扶持资金

使用情况等。聘请第三方核查单位对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作业环节，特别是集中育供秧、机插秧、机条播和核心示范方建

设等方面进行重点核查，保证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公正性。每年由县政府办牵头，创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合对示范镇创建工

作进行考核验收，验收合格，扶持资金实际发放到位后才拨付市、县奖励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