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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强农”的宁波探索

今年元旦过后，就迎来了小寒节气。俗
话说，“小寒大寒，冷成冰团”。然而，位于
镇海区庄市街道的省级全程机械化应用基地
繁荣瓜果示范场的种植大棚里，却呈现出一
番初春景象，大棚内暖意融融，棚架上的水
果番茄长势喜人，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季。

“为解决水果番茄冬春季种植中的加温调
湿难题，农场引进了生物质锅炉管道热风散
热器系统，瓜果住上了‘空调房’。”繁荣瓜
果示范场负责人郑荣希说，设施大棚内还安装
了农业物联网，包括温度、湿度、肥水自动控制
系统、喷滴灌系统、自动卷帘系统在内的设施，
可实现温度、湿度、养分的远程智能化调节，
对作物生长全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

繁荣瓜果示范场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是宁波推进“机械强农”行动的一个缩影。

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不
可或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
机械是物质基础。

在位于海曙区集士港镇董家桥
村的海曙华丰粮机专业合作社仓
库，3 座锥型金属粮仓引人注目。

海曙华丰粮机专业合作社土地
承包面积达 7800 亩，并为周边的
高桥、古林等乡镇的农户提供农机
服务。每当水稻、小麦收割时节，
遇到连续阴雨天气，稻麦堆放、烘
干成了一个大问题。去年 9 月，合
作社负责人潘计正在海曙区率先购
置了金属粮仓。潘计正告诉笔者，
金属粮仓每只容量为 50 吨，购置
资金共计 35.4 万元，市区两级合计
补助 21 万元。金属粮仓投入使用
后，一方面解决了稻麦堆放难题；
另一方面，金属粮仓具有风干水分
的功能，缩短了烘干时间，节省了
成本。潘计正欣喜地说，今年准备
再添置几座。

近年来，我市实施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将粮油等重要农产品所需机具
全部列入补贴范围，实现应补尽
补。对粮食生产重点机具实行累
加补贴，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栽
植 技 术 和 粮 食 机 械 化 烘 干 技 术 ，
水稻机械栽植率 73.3%，领先全省
平均 10 多个百分点；耕、种、收
机械化水平 91.5%，高出全国平均
近 10 个百分点，率先在全省实现
了 粮 食 生 产 耕 作 、 栽 植 、 收 获 、
植保、烘干的全程机械化。粮食
机械化烘干率超过 85%，居全国
领先水平。680 多架农用植保飞机
去年作业面积 96 万余亩，成为统
防统治、施肥打药的重要装备。全
市整建制成功创建全国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成为全省
首个获此称号的城市。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实现，
让农民种田告别了“三弯腰”，彻
底改变了我市粮食生产方式，不但
稳定了粮食种植面积，保障了粮食
安全，而且推动了土地规模经营，
转移了大批农业劳动力。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全国领先

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快推进，对
农业机械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
市在巩固提升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
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加快产业急
需、农民急用的先进适用农机装备
推广应用，从最初的水稻耕作、收
获机械，拓展到果菜茶、畜牧、水
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等领域先进
适用农机装备的应用推广，破解农
业“用工难、用工贵”难题，走出
一条稳产能、降成本、提效率的农
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毛豆采收季节往往是一年中天
气最炎热的时候，采摘高峰期劳动
力雇佣较难。我市着力突破瓶颈环
节，把发展鲜毛豆采收机械化作为
农业领域“机器换人”的示范工
程，建立鲜毛豆全程机械化示范基
地，实现毛豆生产耕、种、管、收
环节全程机械化，形成了一套技术
路线、种植模式和作业规范。目
前，全市已拥有鲜毛豆收获机械
17 台，余姚、慈溪等地规模以上
种植基地基本实现采收机械化。据
介绍，一台毛豆收摘机一天可采收
30 亩，可以抵 80 个到 100 个劳动
力。对种植户而言，机械化采收不

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采
收成本，还能大幅缩短鲜毛豆收获
期，节省采摘后装运时间，保证新
鲜度。

这几年，我市出台特色产业、
高性能农机购置市级财政补贴新政
策，成功推动热风炉、牧场空气综
合治理设备、单轨运输机等成熟农
机具进入国补品目，鼓励各区县

（市） 实施“首台套”（对引进填补
当地空白的农业机械装备进行专门
补贴） 政策，有效实现了新型特色
农机装备应用的突破。

“特色主导产业机械化曾是我
市 农 机 化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一 块 短
板。”市农机畜牧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特色、高性能农机纳入购
机补贴，激发了合作社和企业“机
器换人”的热情。而特色农机装备
的入列，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林、
牧、渔业的生产力。

作为蔬菜产业机械化应用的
“领头羊”，余姚市康绿蔬菜专业合
作社有社员 103 名，主要采用“春
季毛豆——秋冬季西兰花”两种作
物轮作模式。近年来，合作社积极
引进先进机械装备，实现毛豆和西

特色装备提升农业机械覆盖面

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主要内容，在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随着一部分农民成为规模经
营的“田老板”，其添置的大量
农机装备，在满足自身生产之
余，不断向周边农户辐射。于
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应运而生并
蓬勃兴起，为我市现代农业发
展、农业综合产能提升提供了强
有力的装备支撑。

我市综合施策，大力培育各
类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重
点探索建设“全程机械化+综合
农事服务中心”、区域性农机服
务中心、农机作业公司等，支持
农机服务主体通过各种形式，向
农户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向

“一站式”综合服务延伸拓展。
在田螺山遗址所在地余姚市

三七市镇二六市村，活跃着一支
与遗址同名的农机服务组织——
余姚市田螺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创建以来，规模不断

壮大，流转土地 1.6 万多亩。近年
来，在农机作业服务基础上，合作
社成立了我省第一家民办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搭建起金融信贷、农业
保险、政策咨询、技术辅导、农产
品展示展销等服务平台，为社员及
周边农户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
方位的服务，实现了为农服务全覆
盖。去年，合作社经营收入 3268
万元，社员年收入普遍在 30 万元
以上，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农机合作
社发展之路。

我市还大力推行跨区作业、订
单作业、农机租赁、农业生产托管
等现代化农机社会化服务高效模
式，因地制宜探索推广农机装备

“ 合 作 社 购 买 、 农 民 租 用 ” 等 模
式，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范围拓展
和产业链延伸，提升对农业全产业
链及农林牧渔各产业的覆盖率和支
撑作用。

去年，全市扶持新建 5 家区域
性农机服务中心、2 家农机作业服
务 公 司 、 7 家 市 级 示 范 农 机 合 作
社。

农机社会化服务风生水起

地处海曙区古林镇的优质高
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
成示范项目，是全国首批 4 个示
范项目之一、南方地区首个，建
设面积超过万亩。隆冬时节，笔
者来到项目区，眼前连片的土地
装备了智能灌溉系统、数字化信
息系统，成为全市数字化赋能现
代农业的样板。

慈溪正大桑田 （宁波） 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的稻麦两作智
能农机装备无人作业应用与示范

项目，引进稻麦智能无人作业关键
装备及技术，可实时监控农机转移
和作业过程中避障停车、农作物长
势等情况，为创建无人农场起到了
示范作用。

宁波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
足，尤其需要引入高投入、高产
出、高效益、高技术的智能装备，
探索数字赋能，以数字化引领农业
农村现代化。在智能农机设施装备
日渐推广普及的今天，为农业设施
插上“智慧翅膀”，成为宁波农机

向“机械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邵滢

兰花生产机械化，开展智能化育
苗，带动周边农户 1200 户，辐
射带动加工型蔬菜基地面积超过
3 万亩。

我市还强化农艺农机融合，
开展农机科技推广项目建设，促
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
效转型升级。

宁波奉化胖爸爸生态果园
对 150 亩水蜜桃基地进行统一平
整 、 合 理 规 划 、 分 区 块 种 植 ，
同 时 引 进 先 进 适 用 的 中 耕 机 、
割草机、开沟机、履带式运输

车、喷滴灌溉设备、无人植保飞
机，分别应用于耕整、运输、植
保、产后选果等水蜜桃生产的不
同 环 节 。 果 园 负 责 人 陈 常 伦 说 ，
水蜜桃品质明显提升，为打造农
业高端品牌创造了条件。

“十三五”期间，我市累计开
展玉米收获机、土壤杀菌机、水果
自动分选、智能化控制等农机科技
创新示范项目 54 个，新创建鲜毛
豆、茶叶、马铃薯、叶菜等全程机
械化生产模式 9 个，相关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领跑全省。 图 示

化事业发展的又一个突破口。
去年 12 月出台的 《关于深化

“机械强农”加快推进农业“机器
换人”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 指
出：围绕实现农业机械化行业管理
数字化、农机作业监测数字化、农
机作业服务供需对接数字化，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数字化”发
展。推进数字化农机装备在种植养
殖业的融合应用，重点推广农业物

联网设备、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智能控制生产流水线、无人驾驶装
备、农业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

市 农 机 畜 牧 中 心 负 责 人 表
示 ， 支 持 优 势 企 业 对 接 条 件 成 熟
的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打 造 一 批
智 慧 农 机 装 备 应 用 示 范 样 板 ， 带
动 规 模 化 种 养 基 地 开 展 数 字 化 改
造 。 到 2025 年 ， 建 设 数 字 农 机 应
用基地 70 个。

喷滴灌溉设施。

烘干机。多功能起垄整地机作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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