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农业强国”
写进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并且为实现这
一目标，指明了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 包括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等。

当下，农业劳动力快速减量、老龄化，
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因素。 “‘70
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
提种地”， 这一现象在劳务输出大市周口
尤为明显。 市农机中心主任赵振认为，农
业劳动力减少，倒逼着农业生产方式必须
求变，在这场求变过程中，农业机械、装备
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将发挥巨

大作用，特别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贡献
突出，将有效弥补农业劳动力快速下降所
带来的综合生产能力下降的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 我市机械化水平有

了长足发展和进步， 但依然面临诸多问
题：比如粮食机械化水平相对高、其他作
物机械化水平低， 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
低；农机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较低；小户
农业经营中存在的农机使用管理散乱、
成本高等问题。 赵振说，针对这些问题，
全市农机部门将从三个方面着手破局：

推动发展多元化、 多层次的农机社
会化服务体系。 结合我市高标准农田建
设， 为耕地集约化管理提供有力机械支
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覆盖全市
的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体系， 使广大农户
获得一站式高质量农业生产服务。

加快推进农机、农地、农艺、农人等关
键要素融合发展，打造“全链条”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重点加强农机手等高素质农民
的培育，通过高素质农民的带动促进传统
小农融入现代农业。

积极推广使用先进农机， 促进智能
农机的场景应用。加快发展数字农机，构
建农机服务信息平台， 为农业生产科学

调度农机、统筹规划决策做好信息支撑，
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数字化农
机服务。

在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征程中，
强化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 形成品牌优
势、集约优势，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
赵振介绍， 我市高度重视农机专业合作
社建设， 全市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 725
个，参社社员达 7220 人 ，其中 355 个合
作社拥有 100 万元以上农机资产。 农机
部门对农机合作社的帮扶一直在持续，
资金项目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应急设
备增添、农机作业补助、购置补贴倾斜等
等， 指导培训上包括聘请生产厂家技术
人员、 专家老师进行操作技能、 维修知
识、安全生产、优质服务等专题培训。 在
沈丘县调研时， 赵振鼓励一家知名涉农
企业，发挥其资金、场地、人才优势，成立
专业的农机合作社，“未来土地一定是交
给专业的人、合作社耕种、收割，这个市
场极其广阔。 ”①6

农业机械化， 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粮食生产的显著标志之一。 它携钢铁洪
流之势，纵横驰骋于万里平畴，给农业、
农村、农民带来了深层次的变化。

周口是农业大市， 在农业机械化征
程上从未懈怠。 来自市农机中心的数据
显示：经过多年发展，我市农业机械化水
平不断提高，目前全市共保有 42 万多台
套农业机械，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超 4.6
万台，联合收割机 2.8 万台，播种机超 8
万台，秸秆打捆机超 3000 台。

目前， 我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接近 90%， 其中小麦机收率
99.63% ， 机播率 99.56% ， 玉米机播率
96.78%， 机收率 93.44%， 均位居全省前
列。 可以说，除了极个别不适宜地块，我
市主要作物的收种，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2022 年，经过多部门共同努力，周口成功
创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市。
我市农机保有量激增， 首要原因是

专业化收种已经成为一个颇具经济潜力

的行业。 西华县农机中心工作人员宋化
军介绍， 西华县近年来联合收割机达到
了 3300 多台， 不仅能满足本县小麦收
割，大量收割机还外出作业，今年就出去
了 3000 台左右。 他介绍，最先进的联合

收割机，每秒可“吞食”12 公斤小麦，一亩
地收割、卸粮仅需要几分钟，一天可收割
120亩至 150亩。小麦收割从最南边的湖
北、安徽开始，一路北上到达河北、天津，
收割期约为一个月。 联合收割机多为夫
妻档、父子档、兄弟档，近两年来小麦收
割价格维持在 60 元/亩至 70 元/亩 ，一
台机器两个人，一天毛收入约万元，如果
一切顺利，一个月可净收入 10 万元。 至
于玉米收获机， 秋收时更可一路北上至
黑龙江省，收入也是相当可观。

农机数量激增，一个巨大推动力是
国家实行的购买补贴政策。我市近三年
来获得国家分配购置补贴资金共 4.85
亿元 ， 有 2.73 万户农户申请了购置补
贴，申请补贴农机具 4.01 万台 。 《河南
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
贴额一览表》显示，购买联合收割机，机
型 不 同 ， 补 贴 标 准 从 6100 元/台 至
44500 元/台不等，其他农机也有不同补
助。 2023 年，国家分配我市农机补贴资
金 1.37 亿元，已拨付到各县市区 ，截至
目前， 全市已审核补贴农机具万台，受
益农户 9000 户左右， 预计从下半年开
始进行结算。

强化人才培训， 农机手职业素养与
时俱进。 目前国内各类农业机械逐步向

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发展，植
保无人机等大量数字农机已广泛使用，
无人驾驶农机也开始从实验室走向试验

场。 紧跟这一趋势，近年来，我市各级农
机中心以专业农机手、 农机大户和农机
合作社带头人为培训对象， 围绕农作物
全程机械化、 机收减损等重要机械化技
术，开展理论培训、实操培训和应急作业
演练，提高农机手技能水平与职业素养。
今年以来，各县市区结合春耕植保作业、
夏收机具检修、保养，开展收割机保养检
修、机收减损、安全等技术培训，已培训
人员逾两万人次。 结合“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 培训工作， 开展农机职业技能培
训，提升从业者专业技术水平，积极做好
职业技能考评及等级证书发证工作，提
高从业者持证比率， 今年计划培训农机
手 2300 人，第一期培训班已经在西华县
完成。 培训过程中，我市积极联系国家、
省级专家、教授来现场讲课，保证培训质
量。 今年 3 月份举办的周口市智能农机
装备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班， 邀请了北
京农科院和河南省农技总站的专家来授

课， 进行了农机北斗导航与辅助驾驶技
术现场演示和培训， 培训县市区农机中
心负责人、技术骨干、农机合作社技术人
员、种粮大户等近百人。

保有农机 42 万多台套，我市主要作物收种高度机械化

周口农业由大向强，农业机械化担负重任

与天争粮，
“龙口”夺食，

农机抢收
减损显威力
2023 年的麦收，在我市粮

食生产史上注定是难忘的一

年 ：麦收前的连阴雨 ，让丰收
的喜悦蒙上阴霾，即将成熟的
小麦屡现霉变 、发芽 ，农民望
天心急如焚，抢收麦子成了头
等大事。

在商水县， 种粮大户刘天
华在两场雨的间隙，调集 10 多
台联合收割机、运粮车，连天赶
夜， 两天时间抢收完 3 万多亩
麦田。

在项城市， 种粮大户年国
福免费提供设备为农户烘干粮

食。他投资 60多万元购买的粮
食烘干设备在这场连阴雨中发

挥了奇效。
在西华县聂堆镇， 村民刘

记功在又一场雨到来之前，在
本村机手的帮助下抢收完 10
亩小麦。 “麦子萌芽了，等级会
降低，但是能够安稳收下来，已
是最好的结果了。 ”他的话，道
出了万千农户的心声。

在周口 1100 多万亩麦田
里， 类似的抢收抢种场景频繁
上演。 与天争粮，“龙口”夺食，
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成为今
年我市麦收的主旋律。 在这场
日夜兼程的大会战里， 数十万
台各类农机披挂上阵、 各显神
通， 让我们在遭遇恶劣气候的
环境下， 依然保持着信心与定
力，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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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启峰

今年， 我市麦收
接近尾声时， 收种大
军陆续向北流动。“喜
看稻菽千重浪，遍地
英雄下夕烟”， 平畴
沃野，机器轰鸣，这
股钢铁洪流正是现
代农业的希望———守
护我们粮食安全的英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