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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新农农〔2022〕53 号

关于印发《新会区 2022 年农业机械化

工作意见》的通知

银湖湾滨海新区管委会，各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关

于印发 2022 年江门市农业机械化工作要点的通知》精神，结合

我区农业机械化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新会区 2022 年农业机

械化工作意见》，现将文件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4 月 7 日

（联系人：陈振鑫，联系电话：637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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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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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区 2022 年农业机械化工作意见

为贯彻落实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关

于印发 2022 年江门市农业机械化工作要点的通知》精神，结合

我区农业机械化工作实际，制定《新会区 2022 年农业机械化工

作意见》。

一、工作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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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升级的实施方案》精神，大力

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加快机械化与农艺技术、智能信息

化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农田建设相融合，加大力度推进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强化粮食机收减损，保障粮食安全生

产，保障全区农机生产安全，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

高质高效转型升级。

二、工作目标

力争全区农机“三率”水平达到 94%以上、农机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66.95%以上，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0.1%以上，为我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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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措施

针对我区农机化工作薄弱环节：水稻机插发展不平衡，稻

谷烘干能力不强；新会柑等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个别路

上行驶拖拉机无牌无证。为了补齐短板，推动全区农机化转型

升级，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突出粮食安全优先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突出粮食稳产保供，优先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

机插秧、精量穴直播、无人机直播等水稻机械化技术，推动水

稻机种水平有较大幅度提升、加快水稻烘干机械化发展，大力

推进水稻机收减损工作。各镇（街）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对

水稻生产机械化工作的推动，完成各镇（街）2022 年分配任务

（附件：2022 年新会区水稻机械耕种收任务分解表），确保全区

水稻机种率 67%、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90.1%以上，完成省、市

下达我区的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发展指标。

（二）推广新技术新装备、促进农机化全程全面发展

加大农机化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力度，促进我区农业机械化

全程全面发展，推动特色经济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和畜牧、水

产养殖、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丘陵山区机械化，加快统防

统治、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秸秆综合利用、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绿色农机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探索新会柑的

植保、采摘、运输、产品加工等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

（三）积极宣传、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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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优先保障粮食和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生产及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所需机具的补贴需

求。推进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优先支持粮食生产机具

报废更新，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报告制度。提高政策实施管

理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组织做好信息

公开、绩效考核、监督管理等工作。

（四）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

培育“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联合体，扶持农机合作

社、农机服务、农机大户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广“全

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机械化+数字化”服务发展模式，开

展跨区作业、订单作业和农业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服务，开展

主要农作物机种、产地烘干、统防统治等环节的农机社会化服

务。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补贴，加强

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装备能力和服务能力建设。加强调研，指

导农机服务组织规范化、数字化创新发展，引导有实力的农机

合作社创建市级、省级示范社。

（五）强化农机安全监理工作

全面落实“管行业要管安全”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压实主体责任。结合省农机监

理信息系统作用，强化农机牌证源头管理，严把牌证核发关。

强化过程监管措施，联合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加大隐患排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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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变拖管控，积极配合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采取禁行

限行措施，减少外来变拖在我区的数量。坚持农机安全监理免

费惠农政策全覆盖，加强装备建设，推进年检制度改革，简化

程序，送检下乡，提高服务水平，实施“亮尾工程”，有效减少

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建设活动，推行农机安全网

格化监管，建立健全镇（街、区）、村和农机合作社安全生产责

任制，设置镇（街、区）农机安全管理（监理）员、村农机安

全协管员、农机合作社安全管理员，确保增强镇（街、区）、村

和农机合作社的“最后一公里”安全监管力量，保障农机化安

全发展。

（六）推进农机化质量管理工作

强化补贴农机具质量调查、农机质量投诉体系建设和农机

维修管理，开展农机化质量工作能力提升活动，督促农机生产

企业、经销商落实“三包”责任。积极宣传农机质量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和农机质量知识。完善农机质量投诉体系建设，线上、

线下组织开展农机化质量工作能力提升活动。

（七）组织做好农机化生产、统计、宣传工作

紧扣“春耕”“双抢”“秋收”等重要农时粮食生产需要，

充分发挥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强化协调配合，及

时下发《2022 年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业证》。做好粮食安全

责任考核有关农机化指标考核工作。强化农机化作业进度与农

情数据衔接会商，做好 2022 年农机化生产信息统计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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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调查制度》。拓宽

宣传渠道，围绕全年农机化重点工作，通过报纸、网站、新媒

体等宣传平台，加大对农机化政策、农机社会化服务、农机安

全生产和大培训、大比武等活动宣传报道，营造全区推进农业

机械化转型升级的良好氛围。

（八）加强农机化人才队伍建设

把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成果落

实到推动农机化事业发展上。推动全区农机化人才队伍补齐知

识技能短板、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

在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上下功夫。加强农机化管理、

技术推广和实用人才等三支队伍的培训力度。组织开展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及系统操作、农机化统计、农机监理、农机维修、

农机驾驶操作等人员培训，以及组织专家利用网络平台，开展

专题线上培训。继续培育省级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和机收

减损技术能手，组织开展农机技能大赛，培养高素质农机作业、

维修能手，壮大基层农机使用一线人才队伍。

附件：2022 年新会区水稻机械耕种收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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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新会区水稻机械耕种收任务分解表

水稻
机耕率（%)

水稻
机种率（%)

水稻
机收率（%)

水稻机械
耕种收

综合水平（%)

新会区 100 67 100 90.1

会城街道 100 79 100 93.7

大泽镇 100 65 100 89.5

司前镇 100 73 100 91.9

罗坑镇 100 76 100 92.8

双水镇 100 69 100 90.7

崖门镇 100 89 100 96.7

古井镇 100 57 100 87.1

沙堆镇 100 57 100 87.1

三江镇 100 66 100 89.8

睦洲镇 100 55 100 86.5

大鳌镇 100 51 100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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