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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为了通

过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应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进而

通过全程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并降低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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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throug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whole mech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major crop production, and then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the labor intensity through the full mech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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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对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具

有关键作用。然而,实际农业发展中,在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

设、农民认知与素质等方面存在多种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农业

机械化发展。基于此,为了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此来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有益

的参考。 

1 加强政策扶持与引导 

机械化作业相比于传统的人工劳动具有速度快、精确度高、

持续性强等优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面积农作物收割,也能减

少天气因素、人为因素等造成的损失。应用中,会根据标准化要

求进行作业,所以能确保农作物种植管理和收获的质量稳定性。

虽然乡村振兴下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能保障粮食安

全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使用的农业机械研发、生产、推广成

本都较高,该情况会导致农户在机械投入上存在顾虑,进而使得

市场供给和需求出现失衡。其次,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

设中,由于不同生产环节使用的技术不相同,所以一旦进行全程

机械化建设就应持续地创新与推广。但在经济因素、认知因素

等方面影响下,大部分农业地区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建设主

要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在农作物生产领域广泛推广。导致这

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应的政府扶持与引导,也没有

在农村进行机械化技术大力推广。基于此,乡村振兴背景下,为

了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有效建设,首先应加强政策

扶持与引导。 

加强政策扶持与引导时,首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主

要是持续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量,让农民有着足够的资金

去购买机械设备,当确保更多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有能力购买

先进且适用的农机设备时,才能让其体验到全程机械化建设的

优势,并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及作业质量提升。其次,也要

拓宽补贴范围,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除了包括传统的耕、种、收

等环节,也包括产前、产后处理环节。如果产品收获后没有进行

有效处理和存储,会降低农产品附加值,也会增加产后损失。当

政府将扶持范围扩大到农作物产前、产后处理环节的农机设备

时,如提供种植加工器械、农产品烘干存储设备等,就能最大化

地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也能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的总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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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出台农机作业补贴与相应的政策,可以设立专项农

机作业补贴资金,该方式能够实现补贴合理化。主要是根据作业

环节、作业面积、作业质量等因素确定具体的补贴标准,不但能

鼓励农机手和农机服务组织积极开展这些作业项目,也能实现

主要农作物全身机械化作业整体水平。采用机械设备进行农业

作业虽然能提高工作效率,但设备耗油成本相对较高。针对这种

情况,应出台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根据农机作业量或者功率等指

标给予农机用户一定的燃油费用补贴,这样能够推动主要农作

物生产机械化作业的顺利进行。 

2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做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有着关键的支撑作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中,会使

用一些大型农业器械,这些器械对于通行道路和作业场地有着

特定的要求。如果该地区农业发展中道路较窄,那么就无法确保

农机能够顺利地进入农田,进而也无法通过机械设备的应用高

效、高质量完成农业作业。其次,一些地区田块间的高差较大,

也存在较多障碍物,进而使农田难以形成规整的形状和合适的

规模,这种情况下进行农机作业就无法实现不同田块间的高效

转移。为了改善这些不足,应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为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要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对于农村主要干道和通往农田

的道路进行拓宽改造,使道路的宽度能够满足大型农机具的通

行要求。为了避免道路坑洼、不平整对农机产生损坏,在拓宽道

路后要进行硬化处理。可以根据当地地质情况以及农业生产需

求选择使用水泥、沥青等材料铺设路面,以此提高路面的平整度

和承载能力。其次,如果农田存在一定的高差,针对这种情况可

以根据当地地形特点修建环形道路或排山道路,通过这些道路

将分散的农田串联起来。以此能够方便一些小型农具在不同

海拔的农田进行作业,并实现山区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

提升。 

如果零散小田块较多,该情况对推进全程机械化建设有着

一定阻碍,针对这种情况,要适当对农田进行规整化处理。主要

是将零散的小田块合并成较大的标准田块,这样不仅能减少田

埂占地面积,也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当田块面积较大且较为标

准时,大型农机具进入农田作业时就能高效完成转弯、掉头和直

线作业,进而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和质量[1]。 

3 强化农机农艺融合创新 

一些地区使用机械设备进行农业作业时,经常由于农机和

农业脱节而导致生产延误和资源浪费。如采用机械设备进行播

种时,农机播种性能与农业要求的播种深度、行距等参数存在较

大差异,那么种子就不能均匀、准确地播撒在适宜的土壤位置,

因此就不利于种子生长发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后期补苗

概率。这种应用机械设备的方式不但没有通过设备提高工作效

率,也增加了后续工作量。又例如,在施肥环节,如果使用的机械

设备没有根据制定的施肥方案变量施肥,在肥料过度使用时会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而肥料使用不足时会使农业生产过程中无

法获得充足且均衡的营养供应。针对这种情况,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建设时,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做到农机农艺融合

创新。 

首先,应建立农机农艺协同创新机制,要求科研机构、农机

企业、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以及种植农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种

植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将其与其他工作体系相联系能够反

馈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和需求,进而为农机农艺融合创新提

供实践依据。各部门有效联合后,农机企业也能根据种植农户的

反馈以及市场需求进行农机具研发、生产和改进,进而满足农业

生产需求。农机推广部门了解种植农户的实际需求以及生产中

的问题时,能根据这些内容来进行推广。 

其次,要设立联合研发项目与平台。该平台上科研人员、企

业工程师、农民技术员可以共同开展农机具与农业措施的适

配性实验,这样能及时了解农机具技术的不足,并根据实验结

果来进行优化调整。例如,在一地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

中,先建立了实验示范基地,在该基地种植水稻并采用机械设

备进行农业作业。当机械设备在农业作业中发挥出高效率、高

标准优势时再将其推广在实际农业生产中。这种方式能够实

现农机农业的有效融合,并形成可推广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技

术模式。 

最后,也要研发适配农业要求的农机具。我国地域辽阔,不

同地区的地质情况、环境情况都不相同,所以农作物的农业特点

和生产需求不同。针对这种情况,应根据当地土地性质、农业需

求针对性地开展农机具适应性研发。例如在丘陵山区等地形较

为复杂的区域,为了实现该区域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作

业,要研发轻便、体型小、多功能且爬坡能力强的农机具,如便

携式植保机械、小型履带式拖拉机等,这样就能满足该地区农民

生产机械化需求[2]。 

4 持续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 

在我国当前农业发展中,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具

有数量多、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

设中需要使用大型且先进的农业机械,而小农户购置这些机械

时存在多种困难。另外,机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故障,

对设备进行维护和维修时也需要花费较大的资金,这些情况都

影响了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

决小农户与大机械矛盾,首先,应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

改善。例如,鼓励农机大户来成立农机服务组织,农机大户拥有

一定数量的农机设备,也具有较为丰富的农机作业经验,他们成

立农机服务组织,能让小农户在不购买设备的情况下让其享受

到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优势。为了鼓励农机大户参与到服务中,

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补贴,也要提供业务培训[3]。 

其次,要拓展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不同地区主要农作物类

型不同,这种情况下,为了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农时差异来增强

农机设备利用率,可以开展跨区作业服务。例如,在北方地区小

麦收割季节,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组织农机手携带农机设

备到该地区进行小麦收割。工作完成后,等到南方地区农作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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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就可以携带联合收割机到南方地区进行跨区收割作业。这样

不仅能增加农机手的收入,也能使更多地区的农民享受到机械

化作业的便利。当农民对机械化作业有着正确认识和体验到其

优势时,他们就会有更多意愿去进行机械化作业,所以能促进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普及。 

最后,也要强化农机社会化服务质量监督,通过质量监督最

大化提升机械化作业质量和水平。为了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

应根据不同类型农作物耕、种、收、田间管理实际情况来制定

相应的服务质量标准。质量标准主要包括作业深度要求、作业

宽度要求、作业速度及作业精度要求等。只有制定标准化、统

一性的要求才能促使服务组织按照该要求进行作业,并提升服

务质量。机械化作业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也应不定期地对服务

组织工作情况、服务质量进行检查,通过检查及时发现其中的不

足和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整改,以此来持续、高质量地为农户

提供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 

5 加强农机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下,进行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是在农

作物生产各个环节采用机械化设备进行作业,不同环节的农艺

不同,所以使用的农机设备类型也不相同。正是由于机械化作业

涉及多种复杂的农机设备、操作维护,所以为了保证机械化作业

的顺利实施,要确保农机人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此才能通过

熟练驾驭各类农机具,确保耕、种、收割环节高效、精准运行[4]。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出现,应加强农机人才队伍建设。首当其

冲的就是向广大种植户普及农机启动、停止、前进、后退的操

作方式以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在培训时可以采用现场演练、实

际操作的方式。当农户通过学习能使用常见农机设备,如小型播

种机、手扶拖拉机设备时,就能满足自家小规模农田机械化作业

需求。对于从事农机服务行业的农机人员,要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培训中会详细讲解各种器械的工作原理、复杂操作技巧、故障

诊断方法等[5]。 

6 结语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途径,能使农业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较大提升。为了在乡

村振兴时代让农业机械化得到持续性发展,应加强政策扶持与

引导、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机农艺融合创新、持续

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强农机人才队伍建设,并以此实现

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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