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政办字〔2021〕6 号

莱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两全两高”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丁字湾度假区管委，市政府有

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9〕12 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两全两高”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意见》（鲁政办字〔2017〕211 号）和《烟台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两全两高”农业

机械化发展的意见》（烟政办字〔2018〕23 号）文件要求，推

进我市“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农业机械化（以下简称“两全两

高”农业机械化）发展，创建全省“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

县，经市政府同意，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以深化农业机械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

为统领，按照“立足大农业，面向现代化，发展新农机”的工作

思路，以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为引领，巩固发展秸秆综合

利用、粮食机械化烘干、高效植保机械化等成果，以主要粮食生

产机械化、畜牧养殖机械化、林果业生产机械化为重点，调整优

化农机装备结构模式，补齐农村各业机械化短板，突破全面全程

机械化瓶颈，努力提高粮食、畜牧、水果品质和经济效益，全力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我市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基本原则

（一）重点突破，统筹兼顾。以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为

主要对象，以耕整地、种植、收获、植保、秸秆处理、烘干仓储



为主攻方向，兼顾其他经济作物以及牧渔林加各业机械化发展。

（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从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生产实

际出发，根据我市的土壤状况、种植制度、经济水平、经营规模，

优选适宜的农机装备、作物品种、产业布局、技术路线，积极推

行具有莱阳特色的“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发展模式。

（三）创新驱动，科学发展。坚持产学研管推用相结合，自

主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着力加快农业机械化

技术与机具研发创新、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以点上突破带动整

体提升。

（四）市场主导，政策支持。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机市场

主体，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农业机械化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综合运用产业、财政、

金融政策，不断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扶持引导。

三、主要任务及目标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

围绕保障粮食、畜牧、林果业产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

进农村各业可持续发展，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布局。按照山东

省“两全两高”示范县创建要求，根据我市实际，确定在种植业、

畜牧养殖业、林果业生产等三个产业上创建山东省“两全两高”

农业机械化示范县。重点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技术，加强农村



各业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农业机械化综合产能和

效益，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可持续发展。巩固全国主要农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成果，到 2021 年建成全省“两全两高”

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5%以上，高效植保机械化能力达到 75%以上、粮食烘干机械化

能力达到 80%以上、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达到 80%以上，农村各

业机械化发展在全省或烟台市保持领先优势。

（一）深入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围绕重点作物

关键环节，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主推小麦玉米产前种子加工、

产中机械化作业质量和产后干燥机械化水平，主攻高效低损收获、

宽幅精量播种、干燥机械化、保护性耕作、秸秆综合利用和精准

施肥、高效植保两季轮作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花生生产耕整

地、播种、灌溉、植保、施肥等环节机械化技术，推广普及多垄

多行大型花生精确播种联合作业机械、联合收获机械和两段（捡

拾、摘果）收获机械，全力推进花生种植与收获的规范化、规模

化生产，积极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努力实现主要农作物各生

产环节机械化协调发展。

（二）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继续推广农业机械化

技术，着力在部分用工较多、机械基本成熟的环节领域首先突破。

畜牧业重点发展青饲料收获、畜禽养殖、畜产品采集、畜禽粪污



和病死畜禽处理机械化；林果业重点发展果树管理与果实采摘平

台以及清洗分级、包装、保鲜储藏机械化技术，努力实现农村各

业机械化全面发展。

（三）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质量。发挥购机补贴导向作用，

重点发展高质高效、先进智能农机装备。严格按照农机产品质量、

作业质量、维修质量标准体系要求，示范推广精准智能机械设备

和标准化作业技术，鼓励已有机械加装、新出厂机械配备作业质

量监控设备，政策性补助作业项目原则上都要配备作业质量监控

设备。

（四）大力增加农业机械化效益。积极示范推广节本增效、

绿色环保机械化技术。大力培育新型农机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积极拓

展农业机械化服务领域，拉长农业机械化服务链条，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四、主要建设内容

我市“两全两高”农机化示范县创建，着力围绕“补齐短板、

全面推进、扶持主体、提升能力”四大重点任务开展创建，推动

我市全程全面机械化显著提升，农机化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改善。



（一）补齐短板。在种植业领域重点补齐粮食烘干短板，充

分利用烟台市级累加补贴资金，通过示范县建设推动烘干中心基

础设施建设，示范带动烘干机械化快速发展。

（二）全面推进。积极推动农机化从种植业向农林牧渔初加

工等农村各业的全面拓展，通过建设加快扶持推进青饲料收获、

畜产品采集、畜禽粪便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械化；林果业规

范种植、果树管理与果实采摘平台以及清洗分级、保鲜储运机械

化等。

（三）扶持主体。扶持农民合作社加强规范化建设，积极拉

长服务链条，增设服务内容，努力将合作社建成农事服务中心。

对粮食种植规模较大的合作社，扶持其建设晾晒场地和仓储基地、

购置干燥设备；扶持成立粮食烘储合作社或烘干中心，延长农业

产业链条，开展粮食烘储增值服务。

（四）提升能力。加强农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农业机

械化新技术、新机具引进、试验、集成、示范和普及；开展农机

化教育培训和宣传工作。推进农机教育培训大行动，组织开展对

农机化管理人才、农机化实用技术人才、农机合作社带头人等方

面的培训；加强农业信息化网络建设。

五、重点推进工作措施



（一）积极创建“两全两高”机械化示范区。积极与镇街和

有关部门协调配合，运用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农

机深松作业补助、现代农机化转型升级推进工程等政策和项目，

积极开展我市“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创建活动，大力创建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畜牧养殖机械化示范园区、

林果业生产机械化示范园区。

（二）研究制定农村各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线。

通过示范区创建，探索总结出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等三

个产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径、技术模式、配套机具、操作

规程及服务方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线。

1.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

（1）小麦、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

耕整地（深耕深松）——小麦宽幅精量播种——小麦高效植

保——小麦机械化收获——小麦秸秆粉碎还田或捡拾打捆——

玉米免耕精量播种——玉米高效植保——玉米青贮或机械化收

获——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或捡拾打捆——玉米脱粒烘干——耕

整地（深耕深松）。

（2）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

机械化整地（包括旋耕、深耕）——机械化播种（开沟、施

肥、播种、起垄、喷除草剂、覆膜）——高效植保等机械化田间



管理——机械化收获（联合收获或分段收获、秸秆捡拾打捆）—

—机械化残膜回收

2.畜牧业养殖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

（1）肉牛、奶牛、猪养殖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为：对犊牛、

仔猪进行选择养殖——牧草或秸秆的机械化收获——秸秆的切

碎青贮——饲料的机械配制——机械撒投饲料——牛舍、猪舍的

管理（牛舍的温度湿度控制、消毒和机械清粪等）——肉牛、奶

牛、猪的繁殖——肉牛、猪的育肥到出栏或奶牛的机械化挤奶、

贮存、运输——对繁殖后的犊牛、仔猪进行选择养殖。

（2）鸡养殖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对鸡苗进行选择养殖——

饲料的机械配制——机械自动上料——自动饮水——鸡舍的管

理（鸡舍的温度湿度控制、机械清粪等）——鸡的育肥到出栏。

3.林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

苹果、梨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为：选择树苗机械挖坑栽

种——林田管理（机械化起垄、除草、开沟、施肥、培土）——

果树管理（整形、剪枝、授粉、套袋）——病虫害防治（机械施

药、无人机飞防、喷雾机打药、杀虫灯灭虫）——机械灌溉（微

喷灌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残枝叶机械粉碎综合利用。

（三）培育壮大新型农机服务主体。积极培育农机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作业



能手作用，鼓励和支持开展土地全程托管或主要生产环节托管、

跨区作业、订单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种植规模化、过程机械化、

装备大型化、服务社会化方向发展。支持大型骨干农机企业与农

机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合作共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发展共赢。

（四）大力推广农机新机具新技术。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技术

示范推广，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模

式和技术标准实现农机作业、作物品种、栽培模式相互适应、深

度融合。协调推进畜禽、林果业等机械化技术示范，提高不同领

域机械化水平。鼓励农业科技园区与农机装备优势企业建立对接

平台，开展先进农机装备和农业生产示范。

（五）培育新型农机人才队伍。实施人才强机战略，通过政

企联动、企社结合，建立农机人才培育实训基地，造就一支准确

把握农业机械化发展趋势、科技素养好、开拓能力强的管理干部

队伍，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通、热爱农机事业的农业机械

化技术人才队伍，培育一批既精通农机驾驶、维修技术又懂农业、

农艺栽培技术，同时又会农机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机手、职业农机

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积极开展农机维修、驾驶操作职业技能

竞赛，选拔培育一批爱农机、善钻研、技艺精的“农机工匠”。



（六）改善农机作业配套设施条件。落实落地设施农业用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用地、农业生产用电等相关政策，支持农

机服务组织生产条件建设。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确需

永久性建设用地的要优先安排，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有条件

的镇街可以将晒场、烘干、机具库棚等配套设施纳入高标准农田

建设范围。

（七）增强农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不断强化农机安全监理

队伍建设，积极推广应用先进农机监理装备技术，切实保障农忙

季节跨区作业机具安全有序流动、故障及时排除和事故有效处理。

继续巩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成果，落实农机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对镇街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的考核，形成农机安全监

管的长效机制。加强农业机械牌证管理，积极配合公安、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维护农村交通秩序，查处无牌行

驶、无证驾驶、未参加年度审验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掌握农机

安全生产形势。

六、强化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

县创建成功，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两全两高”

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附件），负责“两全两高”

农业机械化示范县的创建领导组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局，具体组织实施协调示范县创建工作的落

实。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整个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服务；财政部

门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及时拨付和监督管理；科技部门对

农业机械化技术攻关给予支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农机产品

质量监管，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农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在各自职能范围内积极支持创建工作。农业农村部门要成立

“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实施小组，具体组织实

施示范县创建工作，认真履行规划指导、监督管理、协调服务职

能，做好生产组织、技术推广、安全管理等工作，大力推进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加强相关财政支农项目监督管理，切实抓好工

作落实。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利用 2021 年现代农机化转型

升级推进工程项目资金，推动“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创

建。同时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土地深松

整地作业补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补贴等政策导向作用，围

绕“两全两高”机械化薄弱环节，对适合农村各业机械化作业的

大型农机具、联合作业机械、高效植保、谷物烘干设备、农机新

产品等优先给予补贴，提高农机化扶持资金使用的指向性和实效

性。



（三）广泛宣传和引导。大力宣传推广实施“全程、全面、

高质、高效”机械化的重大意义、重要作用，让农民群众家喻户

晓、人人明白、主动参与。通过组织召开现场演示会、举办培训

班、参观示范园区等形式，及时发布推进“两全两高”农业机械

化发展的成果和工作进展等，总结推进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

好典型，加强学习和借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

媒体，宣传推进农业“两全两高”机械化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

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四）加强督导考核。市政府将创建“两全两高”农业机械

化示范县工作列入 2021 年重点工作，要求市农业农村局会同有

关部门认真落实“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市政

府督查室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督导检查，对于推进不力、严重

影响创建“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工作推进进程的部门，

进行通报批评，对工作开展得好、有特色亮点的部门给予表彰奖

励。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及时掌握进度，确

保按期实现创建目标。

附件：莱阳市全省“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莱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莱阳市全省“两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名单

组 长：谢晓昀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副组长：梁 雷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李武堂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杨海峰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俊华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

宋英杰 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李华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如意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王旭波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建平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梁雷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