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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崇明深入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 

王树人 施惠国 施大钟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集中资源优势、降低成本、提高农业效益的有效途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规

模化、现代化、产业化已成为趋势，农机社会化服务也面临新挑战、新任务。为此，崇明区积极顺应新形势、新要

求，创新思路，加快破题，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开展了整体规划，深入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农业

向高质高效发展。 

一、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 

全区现有多家机插秧服务组织，实行“自营+社会化服务”的运营模式，在水稻种植环节为全区农户提供秧苗订单生产、统

一种植的育插秧社会化服务。近年来全区育插秧社会化服务面积均达 5 万亩以上,其中百农公司获评第二批全国“全程机械化+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典型案例。多家粮食合作社在市优秀专业化防治组织评选中获奖，主要以自防为主。横沙乡等鲜果种植重点

区域在果树病虫害防治环节试点开展统防统治，部分经营主体拓展蔬菜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在粮食、林果及蔬菜等方面开展统

防统治试点的基础上，崇明区积极培育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无人机飞防专业服务。2021 年，新村乡、三星镇、港西

镇、城桥镇等乡镇应用无人机飞防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31.5万亩次。 

虽然崇明区农业机械化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阶段，但农机社会化服务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瓶颈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 

一是机械装备结构不尽合理。动力机械中小型机械多、大型机械少，现存老旧机械多、新型适用机械少，粮食生产机械多、

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少；水稻烘干设备及保鲜冷库等产后设施建设较缓，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薄弱。 

二是农机服务组织经营能力不强。农机大户服务能力、带动作用不强；农机服务信息化水平低，缺乏竞争力；主要机械集中

在少数农机大户或农机经营主体，多数服务自身，社会化经营不足；作物品种不同导致社会化服务程度差异较大，水稻领域社会

化服务程度高，蔬菜、林果等领域缺乏社会化服务。 

三是农机专业从业人员紧缺。专业从事农机的操作人员紧缺，专业技能单一；农机修理从业人员严重缺乏，现有修理人员技

术水平较低；农机手年龄结构失衡，老龄化严重；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参加培训人员不稳定，农机手储备不足。 

二、农机社会化服务工作进展 

（一）重点方向 

一是以支农惠农为目标，推进农机各项补贴政策落实。充分利用农机购置补贴、农业绿色生产补贴等惠农政策，重点推进中

央、市级及区级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等方案实施，做到区、镇、村三级联动，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农户机械化生产

积极性，降低服务组织运营成本，减轻农业生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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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全程机械化为重点，推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立足农业生产需求，结合技术发展趋势，按照高质、高效的原则，引导

减少和淘汰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落后机具；集中力量主攻薄弱环节，努力提高粮食全程机械化水平，推动由耕种收环

节向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延伸；围绕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因地制宜推进蔬菜、林果等产业向机械化方向发展。 

三是以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为突破，推进农机服务组织建设。为解决农机户分散经营、应对市场能力弱等问题，制定完

善区级农机作业标准，积极推进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引导现有农机服务组织规范经营，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培育粮食全程社会化

服务龙头企业 1个，覆盖水稻耕、种、管、收、烘干、预处理等关键环节。 

（二）工作成效 

一是构建新型服务体系。坚持以农机专业户为基础，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主体，政府为保障支持，组建农机社会化服务龙

头企业——上海聚合保田农机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按照“1+3+X+Y”的组织模式，建立“覆盖全程、服务全面、机制灵活、

运转高效、综合配套、保障有力”的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覆盖水稻耕、种、管、收等全程机械化生产环节。结合崇明

农业产业发展布局，实施区域化农机服务，成立一个农机龙头企业，下设三个分中心，为崇明本岛西部乡镇建立粮食型农机综合

服务中心，中部乡镇建立区级农机综合服务中心，东部乡镇建立水稻、蔬菜型农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就近原则，充分整合现有

农机资源，在各分中心下设若干个农机专业服务点，通过带机入股、技术入股等方式，优化新型服务体系资源配置，促进新型农

机社会化经营服务主体快速发展。 

二是创新订单服务模式。建立农机信息化管理中心，实现区域内农机、机手、作业需求等信息实时共享。利用北斗定位等系

统，加强农机智能化管理，搭建农机线上调度信息化系统，增设需求录入与服务响应派单功能，打造农机版“滴滴打车”，在更

大范围内实现农机统筹调配。以农机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通过建立布局乡镇区域农机服务站点，努力确保在疫情等极端条件下

不误农时、顺利生产。 

三是提升农机装备水平。依托各类强农惠农政策，撬动农机社会化服务集团公司、农机服务中心、农机合作社、农机专业户

加快引进购置“先进适用、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农业机械；引导鼓励国有企业配置一批先进适用机械，投入全区农机社会化

服务。根据崇明区耕地规模和作物特点，聚焦育秧、插秧、植保、收割、粮食烘干、加工包装、仓储管理等方面，支持农机社会

化服务龙头公司、农机综合服务中心优先购置功率大、科技含量高的“数字化、智能型、多用途”新型农业机械和设施设备，促

进农机装备转型升级。 

四是拓宽农机服务领域。坚持规模经营和农机服务相结合，根据崇明农业生产特点，以保障水稻生产为基础，高效利用农机

为目的，社会化服务全覆盖为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工作，全力推进“翻耕→整地→播种/插秧→植保→收获→

秸秆综合利用→稻谷烘干→大米加工→粮食仓储”等环节农机社会化、系列化、全过程、一条龙服务；在拓宽现有水稻作物农机

使用途径的基础上，围绕露地蔬菜、林果，探索整地、施肥、植保、收获等环节农机社会化服务。 

五是组建专业人才队伍。建立主要农机手白名单制度，广泛宣传和动员区域内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加入，为跨乡镇、跨

区域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工作储备人才力量；成立区级农机协会，凝聚团结全区农机合作社与农机户，持续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

主力军。制定农机作业行业标准，规范农机社会化服务，引领农机行业有序发展。 

三、产业融合发展设想 

农业机械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牛鼻子、牵引器，也是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面向未来，崇明

区将坚定信心，瞄准目标，创新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路径，努力擘画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蓝图。 



 

 3 

（一）激发社会化服务政策新动能 

一是研究制定涵盖资金配套、价格补贴、人才引进、信贷担保服务等方面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扶持政策，针对农机集团公司和

重点农机专业合作社，在农机具购置国家、市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再由区级地方财政给予一定补贴，不断提升全区农机装备；

二是加强社会化服务作业补贴，按照农机作业类型、作业规模，实施差异化补贴，结合燃油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情况，

适度、适时调整补贴政策，优化社会化服务作业补贴；三是强化社会化服务队伍建设，对加盟农机专业服务集团公司且常年参与

农机服务的农机人员，给予缴纳社会保险等支持保障；四是广泛开展新机型示范和推广，积极联合科研院所、农机厂商，建立新

型农机创新、研发平台，推进智慧农机引进和无人农机试验推广。 

（二）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新格局 

深化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机作业、维修、租赁等服务流程；培育农机作业市场，不断提高规模效益，通过岛内

跨区作业、土地托管等形式，鼓励各类农机服务主体为其他农业生产者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形成“农机龙头企业+农机协会+农

机作业手”的合作共赢框架。 

（三）促进社会化服务能级新飞跃 

一是进一步购置新型农业机械和设施设备，促进农机装备提升；二是加强侧深施肥机械、覆膜机插秧、无人机等新型农机推

广使用；三是结合农作物、农田环境等情况，购置无人驾驶的插秧、施肥、植保、收割等智能农业机械和智能灌溉设施，逐步实

现水稻生产全过程机械化和部分生产环节无人化作业。 

（四）实现社会化服务能力新提升 

联合市农广校、区教育集团，创新农机培训模式，开展创业经营、操作技术、农机维修、安全生产等方面职业教育培训，全

力打造一批年轻化、复合型、高素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骨干；高效利用区级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广泛开展农机服务人员职业培

训，稳定培训队伍，培育一批农机领域新型职业农民，做到一专多能、一人多岗；推动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积极与农机供应商合

作，采取售后服务、人才交流等方式，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 

（五）谱写崇明现代农业新篇章 

不断拓宽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在保障水稻机械化生产的基础上，向蔬菜、林果、生态养护等农业农村生产环节延伸，实现

农机高效利用；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标准建设，完善农机专业集团公司、农机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服务标准，提高服务水平，实现

规模经营，形成特色品牌；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社会化服务；

切实减轻农民劳动强度,解放农村劳动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实现农业丰产、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