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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县“十四五”期间农机化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陈 亮

( 蓝田县农村人居环境服务中心，陕西 蓝田 710500)

摘 要:“民以食为天”保证粮食安全生产，农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农业规模化发展背景下，劳动力短缺对农

业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积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机械设备，有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提升粮食

产量和质量，推动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发展。基于此，以蓝田县为例，首先概述了蓝田县“十三五”农机化发展业

绩; 其次分析了蓝田县“十四五”农机化发展机遇和困境; 最后探讨了蓝田县“十四五”农机化发展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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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三五”期间，蓝田县出台各项惠农、扶农政

策，农机部门立足大农机、服务大农业，强优势、补

短板，积极深化农机供给侧改革，大力实施农业生

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全面加快农机化发展步

伐。目前，蓝田县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作业水平、
安全水平稳步提升，为发展绿色、现代农业，实施乡

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进入“十四五”时期，蓝

田县农机化发展面临着巨大机遇，但也存在诸多挑

战，如何紧抓机遇，克服挑战成为农业管理部门应

思考的关键问题。

1 蓝田县“十三五”农机化发展业绩概述

1. 1 农机装备结构不断优化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使农户购机积极性

显著升高，为蓝田县农机化发展创造了机遇。现阶

段，蓝田县农机总动力达到 24. 3 万 kW，拖拉机保有

量 6 472 台，配套农机具 10 791 台( 套) ，收获机械

1 211 台。蓝田县农机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农机装

备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
1. 2 农机作业水平稳步提升

据统计，2020 年蓝田县农作物耕播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到 76% 左右，在这其中，机耕 85%，

机播 78%，机收 61%。与此同时，农机化水平提

高的背景下，蓝田县农机经营总收入达 7 760 万

元，纯收入 2 500 余万元。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生产

力的提升，为蓝田县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1. 3 农机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现阶段，蓝田县登记注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30 多家，农机资产共计 2 800 余万元，各类农机具

560 余台。农机服务方式逐渐由原先的耕种收延伸

至农作物产前、产中及产后等各个环节，农机服务

体系的不断健全，促进了农机利用率升高，农机服

务水平也更加优质化、高效化。
1. 4 农机安全生产持续平稳

近年来，蓝田县高度重视农机安全管理工作，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机产品等行为，成立专门

的法制队伍，深入乡村道路、田间地头严查农机违

章违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农机生产事故发生几

率，保障了农业生产及人员安全，推动了蓝田县农

机化安全有序发展。

2 蓝田县“十四五”农机化发展机遇和困境

分析

2. 1 机遇

2. 1. 1 劳动力紧缺为农机化发展创造机遇

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蓝田县青壮

年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导致农业生产困难重重，

农民老龄化、耕地撂荒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农

村地区劳动力不足己成为当前全国各地农业生产

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从另一角度上来说，大量

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恰恰为蓝田县农机化发展

创造了机遇。农民虽然进城务工，但是却并不愿

意彻底放弃农田，利用农业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劳

动力，能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还能

改善劳动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降低劳动成本，减轻劳动压力，将传统劳动力从

低附加值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为农机化发展

创造有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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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农机化发展注入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将农业科技放在突出位置，促进农业

机械化与现代化发展。”现阶段，蓝田县传统农业机

械化水平并不高，农业生产过程中，易遭受自然灾

害影响，尤其是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的频频发生，

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农机化是现代农业

发展的标志，是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支

撑。加快蓝田县农机化发展，有助于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达到农业增产、增效、增收目的。农机

化发展，推动了劳动力的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民投

入到第二、三产业发展中，为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农机化是关键一步［1］。
2. 1. 3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农机化提供新环境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关乎到国计民生。近年

来，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农机化发展，先后出台多项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提高广大农户的购机积极性。
蓝田县贯彻落实并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制定了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及服务措施，为农业机械化发

展、粮食安全生产、农民稳定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蓝田县累计完成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约 600 万余元，落实补贴机具 2 700 余台，拖拉

机在册 6 400 余台，为农机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

环境。
2. 1. 4 农机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为农机化创造新

台阶

农机化发展，是建立在健全的农机服务体系基

础之上。近年来，蓝田县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

发展，充分整合土地、资金、装备、人才等各项要素，

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显著提升，蓝田县农业生产更

加标准化、专业化。目前，蓝田县农机服务体系日

益完善化，农业经营体系日益专业化，为农机化发

展创造了全新的台阶。
2. 2 困境

2. 2. 1 农机科技创新能力薄弱

“十四五”期间，蓝田县农机科技创新能力薄弱

的问题依然存在，创新科学技术成果不多，关键性

技术的自给率不高，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研究正处

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农机核心技术依然存在短板，

尤其是一些大型高端农机设备，仍以外资品牌为

主。农机研发企业产学研尚未紧密结合，科研成果

转化率较低，尚未建立或者落实科技信用体系、权

益保护机制，科研人员主动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不

高，并且在农机产品创造过程中，往往更为注重设

计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试验检测，导致设计

研发的农机设备质量参差不齐。
2. 2. 2 农机装备结构缺乏合理性

目前，蓝田县农机装备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导致出现了农机装备结构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

理、速度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农业生产中，主要以动

力机械、老旧机械、小型机械、粮食作物机械为主，配

套机械、大中型机械、高性能新型机械、经济作物机械

等较少，由于缺乏合理的农机装备结构，导致农业生

产时部分环节、领域出现了无机可用的现象。
2. 2. 3 农机农艺结合紧密度不高

农机农艺紧密结合，是将农业机械设备优势、
作用最大化的关键。但是，当前蓝田县农机农艺结

合缺乏较高的紧密度，在结合过程中，懂农机不懂

农艺、懂农艺不懂农机的现象极为常见，这对农机

农艺融合应用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导致部分农业生

产环节依然以传统人工作业模式为主，尚未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
2. 2. 4 农机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蓝田县农业发展过程中，生产种植经营分散的

现象较为突出，机耕道路少且窄，导致在农机化发

展过程中出现了“下田难”“作业难”“有机难用”的

困境。部分已经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存在以下问题，

未设计农机下田坡道，机耕道和农田落差大，排水

设计不合理，不利于农机设备的投入应用。与此同

时，农业合作社农机库棚用地落实难，没有设置专

门的农机具停放库棚，各类农机设备面临着存放

难、保养难的问题，增加了农机设备损坏几率，影响

后期正常使用。
2. 2. 5 缺乏健全的农机服务体系

目前，蓝田县农机队伍服务理念、方式、手段、
技术水平落后，农机服务组织化程度不高，服务领

域狭窄，服务能力差强人意，服务网络缺失。大部

分农户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对于新技术、新设

备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不强，影响新型农机设备的使

用与效能的发挥，弱化了农机生产效率，对农机化

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
2. 2. 6 金融保险支持不利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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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农户的购机压力，但是补贴率仅仅占 30% 左

右，由于补贴资金有限，导致农户购买力仍不足。
与此同时，蓝田县面临着金融保险支持不力的问

题，虽然各级部门积极争取金融机构扶持，但是却

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抵押贷款难和担保难

的问题。此外，近年来随着高功率多功能农机具的

投入使用，虽然有效扩展了服务领域，但是农业安

全生产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农业生产风险突出，亟

需政策性保险跟进支持。

3 蓝田县“十四五”农机化发展思考与建议

探讨

3. 1 科学编制“十四五”农机化发展规划

“十四五”期间，农机化发展要重视对发展规划

的科学化编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所提出的各项要求，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促协调、保安全，带动农机化高质量发展，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锚定 2035 年基本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一步加快蓝田县高标准农田

建设及“宜机化”改造工作。农机化发展应建立在

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因此要明确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设施完善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并科学规划安排。蓝田县高标准农田

建设过程中，应重点明确农机作业条件及作业标

准，为农机作业提供便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机械

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 2 加大农机化科技创新与推广支持力度

“十四五”期间，为进一步加快推动蓝田县农机

化发展，要高度重视农机化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

加快农机装备升级，加大对高端农机装备的研发和

制造力度，增加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力

度，有效解决农机装备研发困境。要构建完善的农

机装备创新体系，科学布局农机装备产业结构，实

现对农机装备质量的有效控制。要积极推广应用

绿色、节能农机具，解决农业生产污染问题，攻克农

机化高效高质发展技术难题。要推广智慧农业发

展，将新型现代技术、设备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促进

农业生产水平及农机化发展水平的提升。
3. 3 围绕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广小型适用农业

机械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带

动了蓝田县广大农户的购机积极性。在未来，应继

续稳步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尤其是针对一些国

产优质农机产品，应增加补贴力度。要做好对农机

新产品补贴试点工作，积极示范推广应用高性能、
高功率的农机新装备，及时将老旧农机设备淘汰。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广应用农机设备时，应保证其

适用性，严格遵循项目集中、资金整合、效益优先、
要素集聚等原则和要求，发展推广轻便小型适用农

机设备，减轻农业生产污染，降低能耗。要遵循因

地制宜原则，结合蓝田县实际情况，引入、示范适宜

的中小型农业机械，重点推广应用投资少、见效快、
效益高的农机具，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同时，推

动农机化发展进程［2］。
3. 4 加强农机农艺结合，改善农机作业配套设施

农机化发展过程中，应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强农机农艺结合，

构建农机农艺相互适应的生产技术体系，结合现有

培训资源，加快培训一批掌握农艺技术、农机操作

的全能型农机手，并落实农机农艺结合示范应用工

作。要积极优化改善农机作业配套设施设备，将设

施农业用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用地、农业生

产用电等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完善农机服务组织生

产条件。要做好统筹规划工作，积极配套农机作业

服务设施，为蓝田县农机化发展提供便利与帮助。
3. 5 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机监理

构建完善的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

农机化发展及进程的重要保障。要结合农机化发

展需求及现状，构建专业化的农机经营服务体系，

大力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及农机大户，加深农机服

务主体的纵向、横向合作，促进农机高质化高效化

发展。与此同时，应强化农机监理工作，加大农机

安全生产宣传、管理、执法、培训、打击力度，重点落

实农机设备牌证管理、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农机安

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尤其是拖拉机等农机设备，应

确保注册登记、年检、变更、过户等工作规范化进

行。农机安全宣传过程中，应提高广大农机手安全

意识，法律意识，认真做好驾驶员考核发证、驾驶证

年审换证等工作，抓好农机销售、修理网点等售后

服务工作，保障农机设备安全可靠使用，确保农业

生产安全［3］。
3. 6 完善各项农机金融保险政策

针对当前农机金融保险政策支持不力的问题，

( 下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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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里含碎石块、冻块及草捆等物料严禁用本机抛撒。
3. 3. 4 肥料及异物清理

1) 当异物堵塞喷撒嘴时，影响喷撒效果，需拆

开喷撒器扇形板，旋转喷撒嘴，去除堵塞的有机肥

或异物。
2) 当作业结束后，需要打开上部和后端检查孔

盖板，用高压喷枪清洗阀门及管路。
3. 4 作业顺序

1) 当液态有机肥开始从后方抛撒时，操纵拖拉

机液压输出手柄，驱动液压输出，打开撒施器，注意

作业开始时，一定先打开撒施器阀门;

2) 发动机转速低速时，接合动力输出轴 PTO;

3) 当液态有机肥开始喷撒时，接合拖拉机行驶

离合器，按设定速度行驶。
3. 5 安全与注意事项

1) 本机所有润滑加注点应作业 48 h 加注一次

润滑脂;

2) 进行任何调整前发动机应停机;

3) 清理机器堵塞时应遵循说明书规定;

4) 与操作机器无关的所有人员应远离机器;

5) 装载量会影响拖拉机的操纵性能，当通过崎

岖不平的田间或道路时，应注意采取减速等保护

措施;

6) 撒肥作业时严禁操作者进入机器;

7) 需进入罐体内检查时，必须打开检查口及阀

门，且确认罐内压力为“0”时才可以进入;

8) 使用带防护罩的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

9) 移动机器前，应确保制动系已经连接且功能

正确;

10) 撒 施 机 应 配 有 车 轮 止 滑 器，明 示 其 存 放

位置;

11) 撒施机应有稳定支撑且可调整高度的支撑

机构;

12) 保持正常的轮胎气压;

13) 如果吸肥过程中粪尿黏度过高或者泡沫过

多应加水稀释，以免影响机器抽吸性能;

14) 在作业结束后，应将罐体用水冲洗干净，避

免残余液肥腐蚀胶管及密封圈，且将罐体内水排

空，防止冬季保管期间机器冻结。

4 结语

综上所述，正确掌握液态有机肥撒施机的操作

方法，做到使用过程的日常保养，才能提高机器的

使用性 能，延 长 使 用 寿 命，进 一 步 提 升 田 间 撒 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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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度重视起来，进一步完善各项农机金融保险

政策。政府部门应做好引导工作，积极鼓励金融

机构为权属清晰的大型农机设备提供抵押贷款，

有条件的可实施贴息贷款，提高农户购机热情。
要将农机服务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金融机构

应重视对新型农机服务组织、农机企业的信贷投

放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开发多样化的信贷产品，

并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融资方案。要严格按照

规定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机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提供农机融资租赁业务、信贷担保服务。
加快农机保险发展和落地，农机融资租赁服务按

规定适用增值税优惠政策，农业机械耕作服务按

规定适用增值税免征政策。通过完善落实各项农

机金融保险政策，解除后顾之忧，更好地推动农

机化发展进程。

4 结语

综上所述，“十三五”期间，蓝田县农机化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进入“十四五”时期，蓝田县农机化发展所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共存的，相关部门应紧抓机遇，

结合“十三五”期间所积累的农机化发展经验，进一

步完善农机化发展措施，创新发展路径，提升蓝田

县农机化发展水平，促进现代农业高效发展，保障

粮食安全、有效供给，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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