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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视点

铁牛替耕牛  机械化大威力

贴钱更贴心  规模化大推进

农机革命 为丰收装上马达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民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为的

就是“丰收”二字。近年来，随着农

业机械化的推进，全市大中型拖拉

机保有量达到 55209 台，助推这片

热土连年五谷丰登。

岐山县益店镇益锋村农民孟

五长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凭

借旋耕机、硬茬播种机、大型喷药

机、大型拖拉机等大大小小数十台

农机，他们一家四口人就种了上千

亩地。

每年 10月初，孟五长开着播种

机一天能播种 300 多亩地；11 月，

大型喷药机开进一望无际的麦田

里，展开宽达 12 米的喷药管，一天

能打药 150 亩；待到来年 5 月，喷

药机再次出动，歼灭小麦吸浆虫；

随后的 6 月初，大型收割机开进麦

浪翻滚的田间，一周就能完成上千

亩地的收割任务；6 月中旬，麦收

完毕，两台大型机械开进地里，轰鸣

声中，耕地、播种玉米一次完成，一

天能播种 300 多亩地；9 月，孟五

长雇来大型收割机和卡车，一家四

口当起指挥员，三天就能完成秋收，

还能用旋耕机完成土地深翻。

用孟五长的话来说，这种高效

的耕种方式，让种地变得简单而快

乐。记者从我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目前，全市川塬地区小麦、玉

米生产已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铁牛”替换了“耕

牛”，让全市粮食生产能

力接连迈上新台阶。近

年来，在种植面积逐年

减少的情况下，我市粮

食总产量一直稳定在

140 万吨左右，全市已

基本建成了优质小麦、

高产玉米和名优杂粮三

大粮食生产基地，优质

粮面积占比达到 76%，成

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

基地。

农业机械化的壮大，与政府

连年大力补贴密不可分。自 2006

年以来，我市发放农机补贴已超过

4 亿元。

“这些补贴可谓‘贴’到咱农民

心坎上了！”陈仓区利民机械化加

工合作社负责人王九利说，目前合

作社有 35 台大型小麦收割机、16

台免耕播种机、15 台大型喷药机

等，各种用途的农机共计 146 台，

已经成为宝鸡最大的农机专业合

作社。

这 146 台农机可不便宜，购买

总金额超过 1500 万元。王九利直

言，想完全自掏腰包买下这些农机

那是“吃根灯草，说得轻巧”，好在

这些农机大部分都在农机补贴名

录之内，算算账，这些年已享受政

府补贴超过 500 万元。

在合作社的农机库房中，一台

台农机威武地排列成行。王九利指

着一台去年购买的德国产大型玉

米秸秆打捆机算起了账：这台农

机，农忙时节，每天能完成 500 亩

玉米田的秸秆打捆

工作，而且“三捆

一吨，运输方便”。

购买时，虽然总价

高达 290 万元，但

这台进口农机被

列入国家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因此

政府补贴达到 145

万元，自己实际上只

用半价就购进了这台

顶尖农机。

农业机械化，在促进丰收和改

变农业耕种模式的同时，带来了劳

动力释放、农产品品质提升等功效，

也正在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

作用。

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对金台

区金河镇紫原村村民而言意义重

大。该村除去蔬菜、果品等产业用

地，尚有 2800 多亩土地大量种植玉

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然而，该村距

离市区较近，繁重的耕种劳作实际

上已与农民进城务工创业产生了巨

大矛盾。

“这一问题在农机推广使用后

得到了根本性解决。”紫原村第一

书记豆友谊告诉记者，目前全村粮

食作物基本实现了全机械化耕种收

割，极大地节省了人力资源，全村

大部分年轻人从繁重的田间劳作中

解放出来，在宝鸡主城区“三百六十

行”中创业兴业。

农机的针对性使用，也让很多

产业实现了由量到质的大提升。太

白县绿蕾农业专业合作社里，蔬菜

移植机、起垄覆膜机、拖拉机、喷药

机等专业机械一应俱全，让该合

作社农产品实现了巨大的品质飞

跃。合作社技术员王凤军告诉记

者，目前合作社拥有大大小小十

几种专业农机，不但节省了大

量人力，更使蔬菜品质得到大

幅提升，目前合作社生产的蔬

菜远销西安、上海、厦门、福

州、深圳、广州、长沙、香港

等地。

从少到多，由粗到精，

农业机械正在宝鸡广袤

的田野里大显身手，促

进着全市农业生产的

大丰收。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在宝鸡广
袤的乡村，农业机械化正为农业生产装上新

“引擎”。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已达 294.63
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7.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12.1 个百分点。更
重要的是，其产生的替换劳动力、增产增效等
作用，正推动宝鸡向着高质量发展之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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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专栏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宝鸡恒泰昌工贸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1MA6X9KPT86，原注
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现变更为人民币 15 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此公告见报日起四十五日内
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619703672
宝鸡恒泰昌工贸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公  告
宝鸡大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岐山县益店西街

中学校园硬化及修缮工程，现已结算完毕，凡参与本项

目的单位及个人限期十五日内前来公司登记相关债权债

务，逾期不办，责任自负。

宝鸡大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

通  告
为了准确核实“智冠系”涉案群

众受损情况，现通告宝鸡智康达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在智冠系投资涉案群众网
上登记工作。互联网平台进行登记网
http：//www.xixianxinqu.gov.cn/
公众服务-智冠系投资者权益登记，
请涉案群众如实、准确填写投资及受
损情况。若因登记资料不及时、不正确，
造成的后果自负。

特此通告
宝鸡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2019 年 11 月 22 日

* 宝鸡盛世恒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

为：J7933000435601。

* 宝鸡市立人达工贸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0003277801。

* 宝鸡市立人达工贸有限公司丢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为：30549343-2。

* 任耀乐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24200103082318。

* 曾庆松丢失警官证，号码为：武字第 9696908。

* 何玉珠丢失特困供养证，号码为：610303201610122。

* 贾创军、王莉丢失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0899856。

* 麟游县西大街华艺广告装饰工程部丢失营业执照正本，

号码为：610329610007261。

* 陕西绿博世达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丢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号码为：6103020011121。

* 宝鸡市运道工贸有限公司丢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号码

为：6103030030964。

*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丢失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号码为：宝市建工规 [2009] 第 28 号。

* 陕西省恒立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丢失公章一枚，号

码为：6103220002899。

* 陕西省恒立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丢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号码为：6103220002900。

* 陕西省恒立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丢失合同专用章一

枚，号码为：6103220002894。

* 王春芳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5810303022。

新型无人机正在进行麦田植保作业

翼展达 12 米的大型喷

药机在麦田中工作

我市举办的蔬菜移植机演示会现场

正在作业的青贮玉米收割机

从一家农机合作社
可以辐射全市，到无人
机等农业先进机械的
广泛运用，再到农机解
放出的大量劳动力在
宝鸡“三百六十行”
创业兴业……越来
越多技术先进、操
作简单的农业机械
出现在田间地头，
为乡村振兴注入
磅礴的科技力量。
“务农重本，

国之大纲”。乡村
振兴要对产业、
人才等各方面
统筹谋划、科学
推进。农业机械
化的快速推进，
正是我市发展
现代农业的重
要支撑，在替代
人力、节本增
效、集成应用
农业技术和推
进规模经营等
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这就要求
我市农业部门
聚焦科技创新，
瞄准农业绿色
发展、产业结构
调整、规模经营
和全程机械化需
求，以构建标准
化、区域化、规模化的全程机械化
生产体系为牵引，以高端产品、智
能装备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农机
化科技创新，大力增加高效、绿色、
智能机械的有效供给，提升技术集
成配套和推广应用水平。
近年来，随着宝鸡城镇化进程的

提速，“谁来种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
现实的问题，而农业机械化有力地保
障了全市农业的稳定发展。在种植面
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全市粮食总产
量始终保持在 140 万吨左右，2018 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更是创纪录地
达到289.25亿元，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农
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

倒逼农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推动着
农民不断转变观念、转换思路。展望未来，
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将是乡村振兴
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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