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构建农机安全监管新机制 

王金淦/江苏省宝应县农业农村局 

张皓/宝应县政府办公室 

江苏省宝应县积极探索镇村农机安全监管机制，以推广“柳堡模式”为切入点，深入推进“平安农机”建设，

为全县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形成农机安全监管合力 

推行六项机制。一是推行镇村共管机制。明确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农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村委会主任是村级农机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列入镇对村的综合考核内容，将乡镇政府的农机安全管理属地责任和村委会的协管责任具

体化、规范化。二是推行镇社共管机制。镇农服中心与农机合作社、粮食烘干中心、维修点等农机经营服务组织签订安全责任

书，落实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是推行村户共管机制。由村委会与农机从业人员、农机经营主体与成员签订安全责

任书，实行全员责任制。四是推行警农共管机制。镇农服中心定期与公安交警中队开展农机道路交通安全联合专项整治，加大

路面执法检查频次。五是推行安农共管机制。镇农服中心联合镇安监站对合作社、维修点、粮食烘干中心等农机经营服务组织

开展安全检查。六是推行教农共管机制。开展农机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机安全氛围。 

强化三项建设。一是强化队伍建设。将全镇分成 18个大网格、76个小网格，覆盖到所有片组与农机户。每村配备 1名农机

安全协管员，由村生产负责人担任。每个小网格设网格员 1 名，负责日常安全监管。镇政府出台专项管理办法，对村级协管员

单独设立一定考核工资进行考评，年底一次性发放。在此基础上，2019 年该镇又制订了“128 工作实务”，即协管员人手一册

《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村级一本通》，做到责任、奖惩两落实，并明确协管员具有宣传教育、责任到户、组织年检、健全台账、

安全巡查、隐患排查、调查统计、事故报送八项工作职责。二是强化阵地建设。设立农机安全宣传栏，拍摄农机安全宣传片，

结合现场会、“三个课堂”等强化群众农机安全知识教育，打造示范农机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示范烘干中心、示范农机大

户、示范村等 5 个示范典型。三是强化装备建设。镇农服中心 3 名农机执法人员全部持证着装上岗，配备执法记录仪、数码相

机、应急处置等设备，要求镇农机安全监理员下载使用“江苏农机监理掌上通”手机客户终端软件。 

全面推广“柳堡模式” 

政府部署，全县推广。2019年，宝应县印发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农机安全监管“柳堡模式”的通知》，在全县复制、固化镇

村农机安全监管工作制度，推动镇村农机安全监管工作规范化、常态化。进一步明确基层农机安全监管的工作目标、工作责任、

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把推广“柳堡模式”作为巩固提升“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的重要举措。县财政安排专项经费 20万元，

按照每个镇区不少于 2 个农机监理员，为镇区统一配置农机执法检查及信息化装备，为各镇区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农机安全检

查、隐患排查治理等活动创造了条件。 

县乡联动，督导交流。县农业农村局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科室、农机监理所重点跟踪联系示范镇，组织培训观

摩交流学习等活动。指导各镇区建立农机安全监管责任清单和制定监管工作实务，并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县农业农村局加强督

导，培育新典型、新经验，如夏集镇党委、政府大力倡导村级负责人带头创办集体农机合作社，带头抓安全、促增收，实行农

机安全管理一竿子到底；泾河镇在全县率先引入第三方专家安全服务，在农机合作社开展现场培训、现场排查隐患演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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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镇服务组织带头人安全生产技术水平；许多乡镇协调农机、交警、安监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齐抓共管和“农机安全进

校园”活动，营造了“平安农机”建设良好氛围。 

示范引导，确保效果。实现“柳堡模式”推广全覆盖，切实采取建机制、设制度、强队伍、配装备等硬性措施，加大安全

监管投入，改善安全监管条件，确保镇村安全监管全面达标。各镇区农技与安监、村建、交管自主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各镇

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共 96 次，其中聘请第三方安全专家参与检查 20 次。在农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中，各

镇区、村（居）按照县农业农村局的业务要求，协助开展农用机械实地核验，代办补检、保险，注销登记等工作，有效解决了

县级农机监理力量不足、监管难以覆盖的问题。2019 年 7 月以来，通过镇、村协办拖拉机补检、注销共 892 台，协办联合收割

机补检、注销共 578台，提升了农机安全监管效能，保障了全县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深化“平安农机”建设 

建立健全农机安全联动机制。县政府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

市场管理局、县教育局、县消防大队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农机安全议事会商和联动机

制，明确责任清单，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形成监管合力，积极推进联合执法检查制度化、常态化。各镇政府印发加强农机安全

生产监管相关文件，成立由政府分管、负责人任组长，安监站、农服中心等单位为成员的农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实施“管理

在镇区、延伸至村”的农机安全管理体制，构建镇村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机制。构建镇政府牵头、村组干部和安全协管员全面

参与的基层农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制定村级农机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及考核细则，明确村生产负责人为农机安全协管员，推

动协管工作落实，有效协助做好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加强乡镇监理能力建设。县农业农村局指导各镇依法制定基层农机安全监管工作各项制度，着重完善乡镇农机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制度，明确监督检查对象、监督检查内容和指标、监督检查方式、监督检查措施、监督检查处理等业务事项。制定乡镇

农机安全辅检员工作职责，探索建立县级委托、乡镇受理机制，为免检的新机上牌提供代办、唯一性检查工作，推进“不见面

审批”。对辖区内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农业机械开展实地检验，做好农用作业机械安全预检工作。开展乡镇监理员业务培训，使

乡镇监理员明白“干什么、怎么干”，安全监管操作实务有章可循，有效提升农机安全监管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