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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万台收割机大战三夏 
全市机收 269万亩小麦

本报讯 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全市

271.02 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市农机系统

集中力量、主动出击，累计投入小麦联合

收割机 9796 台有序收割。据统计，目前，

小麦已收获面积 271 万亩，其中机收面

积 269 万亩。   

为了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播种

一块，我市农机系统制定下发“三夏”农

机化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市县分别成

立领导小组，采取“领导分片包联，各科

（股）室牵头包抓”的工作制度，靠前指挥

推动、一线督促落实，为做好“三夏”农机

化生产管理服务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通过召开全市“三夏”农机化生产及信息

化服务现场会，对“三夏”农机生产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尽早安排夏玉米和

提单产密植任务，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

粮及时播种。

同时为加强农机化安全保障，市农

机部门提前开展农机安全技术检验，有

效防止农机事故发生，推动了“三夏”农

机作业快速、高效、安全开展。目前，全市

已培训机手、修理工数量 3350 人，检修

各类农业机械数量 5.96 万台，成立“三

夏”农机化生产和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点

36 个。指导各县区和农机合作社做好“三

夏”农机化生产服务工作，强化机具协调

调度、信息宣传引导、油料物料供给，抓

好服务保障。         本报记者 魏薇

593万元农机购置补贴惠及六百农户
本报讯  6 月 22 日，记者从市农业机

械化发展中心获悉，为做好今年的农机购

置补贴工作，进一步解决群众购买农业机

具筹资难问题，我市积极实施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截至目前，全市共完成补贴资金

593.729 万元，补贴机具 720 台（件），受益

农户 608 户。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

重要手段，农业机具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着“主力军”作用。使用农业机具作业不仅

可以节省时间成本，还能大大减轻农户

负担。为了让更多农户用上农业机具，我

市农机部门一方面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利用网络平台、短信、宣传册等方

式，结合农机年检、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深

入镇村，利用挂图、展板并发放宣传资料，

及时公布购置补贴咨询投诉举报电话、工

作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等补贴信息，确保

补贴政策公开化、透明化。

另一方面，在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我市农机部门简化流程，推广便民措

施，采用全价购机、补贴申请、核实兑付三

步流程，农户可在农机购置补贴手机APP

上直接办理，通过信息化手段提交补贴申

请。此外，今年，我市进一步扩大补贴机具

种类，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在以前的基础

上，还将生猪等畜产品生产的自动饲喂、

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机具

装备，茶叶色选机、茶叶输送机、秸秆收集

机等机具全部纳入补贴范围。

据悉，今年省上分配给我市的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 2000 万元，结合上年结转

的 6626.9481 万元，购置补贴资金共计

8626.9481 万元。截至目前，我市已发放补

贴资金 593.729 万元。
本报记者 李一珂

为农民提供“机收、机运、机播”一条龙服务—— 

农机合作社夏忙显身手
本报讯 麦收时节，我市各县区农民

纷纷抓住晴好天气，一边开镰收割抢夺

夏粮，一边播种秋粮增加收益。其间，全

市 208 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显身手，为农

民提供“机收、机运、机播”一条龙服务，快

速、有序推进我市“三夏”生产。

近日，记者在岐山县益店镇宋村的

一片麦茬地里看到，秸秆捡拾机刚把小麦

秸秆捡拾干净，免耕玉米播种机就开进了

地里，作业效率大大提升。益店镇宋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韩水杰介绍：“我们

合作社今年种了 4000 亩富硒小麦，前几

天开镰时，我们自己的 3 台收割机，与附

近农机合作社的 13 台收割机一起上阵，

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收割。现在种夏玉

米，农机合作社又派来玉米播种机助阵，

我有时间了就来看看，没时间就交给机

手，特别省心！”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麦收期间有可能

出现连续降雨天气，农民们为防“变天”，

纷纷抓紧时间抢收抢种。我市充分发挥农

机合作社装备好、服务好的优势，有力地

保证了“三夏”生产的快速、有序进行。

陈仓区利民秸秆机械化加工利用专

业合作社管理人员王英平介绍，合作社现

有小麦玉米收割、播种、秸秆捡拾、植保等

各类机械 70 多台（套），可以为农户提供

小麦收割、拉运、秸秆捡拾、玉米播种等一

条龙代耕代种服务，也可提供全程托管服

务。截至目前，合作社已在陈仓区完成小

麦收割作业近 2万亩。

据了解，我市目前注册农机合作社共

有 208 家，大部分农机合作社的作业内容

不仅涵盖小麦机收、秸秆还田、玉米机播

等，还包括运粮、施肥、喷药等各个生产环

节的作业服务。农机合作社推出的各项服

务正在逐渐改变往日的生活，农户们纷纷

感慨：有了这些贴心服务，“三夏”大忙轻

松多了！            本报记者 鲁淑娟 

提升装备水平 落实安全责任
我市多措并举加强农机安全生产保障
淘汰落后产能、签订农机

安全生产责任书……近日，笔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

了做好农机安全生产保障工

作，我市出台了多种政策，采取

多项措施，从农业生产各个环

节，织牢织密安全网。

我市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

的同时，老旧农机超期服役的

问题也逐渐显现，给安全生产

和生态环境带来影响。为此，我

市大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

贴”政策，近三年来，共报废更

新拖拉机、收割机 356台。同时，

依法开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登记、检验和农机驾驶人培训、

考试，加大警监联合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拖拉机无牌行驶、无

证驾驶、违法载人等违规违法

行为, 不断消除安全隐患。据

悉，今年全市共开展联合执法

800 多次，检查农机车辆 5600

多台，截至目前未发生一起农

机事故。

除了政策支持，我市还把

农机安全宣传作为开展道路交

通安全攻坚行动的重要一环。

共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500 多场

次，举办电视专题节目 1 期。同

时，不断探索“互联网+”宣传

新方式，通过微信群和宝鸡市

农机化信息服务平台强化宣传

效果。   

据悉，今年，我市不断推

进市级“平安农机”示范镇、“平

安农机”示范村创建。市政府还

将农机安全生产纳入政府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将平安创建工

作列入政府年度“追赶超越”目

标任务，市政府与各县区、县政

府 与 镇( 办)、镇( 办) 与 本 辖

区所有农机户，层层签订农机

安全生产责任书，签订率达到

100%。            （孙晓梅）

“三夏”农机化生产迎来“互联网+”服务——

网上叫农机  种地更方便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岐山

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了解到，这里推出了一款名为

“嘟嘟农机”的手机网约平台，

农户在该平台上通过手机发布

使用需求，农机手在线快速接

单，给“三夏”期间的农业生产

提供了便利。

“三天前，我家 280 亩麦子

还在地里，现在都已种上了青贮

玉米，‘嘟嘟农机’真是帮了我大

忙。”6 月 15 日，岐山县雍川镇

马江村五组的种粮大户李苍虎

高兴地告诉记者，6 月 12 日，

他开始收割小麦，计划在麦茬地

全部复种夏玉米。但一看天气预

报，晴好天气只有 3 天，280 亩

地，要捡拾秸秆，还要种玉米，怎

么来得及? 在家里年轻人的帮

助下，他在“嘟嘟农机”微信小程

序上发布了需求信息。没想到，

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了农机手

袁野的电话。当天上午，他的地

里一下子来了 3 台大型农机，在

隆隆的机声中，按计划完成了秸

秆捡拾和玉米播种作业。

都说农时不等人，但因农户

和机手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农民

经常面临“找不到农机”的尴尬。

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岐山县农机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去年开发了

“嘟嘟农机”网约平台，农户和机

手只需安装微信小程序或下载

APP 并注册，即可使用农机预

约、在线接单、农机维修等 20 余

项功能。目前“嘟嘟农机”2.0 版

本正在进行内测，功能更加强大

实用。据了解，截至目前，“嘟嘟

农机”平台总用户数量达 3.5 万

人，其中认证农机手 148 人，完

成订单 480 笔，作业面积 6.7 万

亩，其中今年“三夏”期间完成订

单 96 笔，面积 20285 亩。
本报记者 鲁淑娟

玉米增密度 秋田促丰收

本报讯 现场演示玉米播种技术，出

台《玉米密植机械播种操作技术规范》，加

强农机农艺融合……日前，记者从市农业

机械化发展中心了解到，中心制定了多项

举措扎实推进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确

保实现今年粮食“稳面积、稳产量”目标。

按照省委、省政府 2020 年农业农村

重点工作部署要求，我市以合理增加玉米

种植密度为抓手，在全市大力推进玉米增

密度提单产行动。其中，夏玉米增密度目

标任务为 40 万亩。为确保玉米增密度提

单产行动顺利开展，市农机中心下发了

《关于配合农技部门做好玉米增密度提高

单产行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农机推广服

务部门抓住玉米播种关键农时，备好机

具，积极与县区农技部门合作，加强农机

农艺融合。按照地域水肥条件、玉米品种

等特点，行距统一、株距调整的原则，制

订了《玉米密植机械播种技术规范》和常

见玉米精量播种机播种密度调整参数，

向机手和农机专业合作社发放，指导机

手开展玉米播种作业。同时，充分发挥农

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规模化种植的

示范带动作用，努力扩大技术覆盖面和技

术实施效果。

此外，中心还在岐山县召开的宝鸡市

“三夏”农机化作业现场会上，安排 4 种型

号的玉米精量播种机进行了现场作业演

示，介绍了播种机调整播量的方法，宣传

了玉米增密度、提单产技术措施，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带动效果。本报记者 鲁淑娟 

“土地托管”开启农业新模式 ——

种地务工两不误
近日，在岐山县雍川镇禾茂

村，旋耕播种机正在地里播种夏

玉米，而农民们则彻底放下了锄

头，只需坐等收成，也可腾出时间

外出务工。原来，这都得益于岐山

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丰公社”）的土地托管

模式，从种到收，科学高效的耕

作、播种、施肥、收获等全部由“田

保姆”代劳，这种新模式真正实现

了农民务工、收成两不误。

农村劳动力流失、断层和老

龄化，以及散户对产前、产中、产

后的服务需求井喷，是我市农业

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破解“谁来种

地”和“如何种好地”是急需解决

的两大难题。而这靠过去单纯的

分散性农资销售和指导性服务是

无法达到的，行业越来越呼唤一

个资源雄厚、经验丰富、专业而全

面的农业服务平台，一种覆盖种

植全产业链的服务新模式。

金丰公社就这样应运而生，

它极大地扩展了农业服务外延，

为农民提供土地托管、农业金融

保险、农资配套、农产品销售等

一揽子全程服务，帮助他们完成

农业生产中的耕、种、管、收、售等

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农户只要

把土地托管给金丰公社，对方就

会提供农业种植所需的所有农

资产品打包服务以及配套的农

业机械化服务，农户不用再为农

资产品的质量和使用技术头疼，

土地收益还是农户的。而且金丰

公社从大批量优质农资企业进

行采购，议价能力强，能帮助农

户节省种植成本。“以前自己种，

买种子、化肥、农药，我得货比多

家，干活还得雇人、叫机子，今年

我种了 350 亩玉米，全部交给金

丰公社托管，啥心都不用操了。”

岐山县雍川镇禾茂村种粮大户唐

海波高兴地说。

据了解，经市农业农村局及

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考察，引

荐岐山县联盟秸秆加工专业合作

社与临沂金丰公社达成意向，金

丰公社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

式合作成立，已托管春玉米和夏

播玉米8000余亩。
（孙晓梅）

铁牛跑得欢  高效保三夏
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为了高效率、高质

量地完成今年“三夏”生产工作，我市农业主管部

门精心组织调度农业机具，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

的资源优势，推广应用一批农机化新技术，让今

年的夏收夏播工作在紧张有序中顺利推进。

金台区蟠龙镇农机收割忙    田艺 摄

农机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指导机手使用“嘟嘟农机”

机手往玉米播种机里加种子

农机合作社开展秸秆捡拾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