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农机： 让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和支撑。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

省级农业领域“机器换人”示范县建设，以粮食全程机

械化生产为主阵地，针对农村需求强烈的水稻种植、

植保、施肥、烘干等薄弱环节机械化，加强了政策扶

持，引导农机组织（个人）购置先进的适用的农业机械

装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

尤其是今年，我市根据省、嘉兴市两级“双强行

动”要求，迅速成立了农业“双强行动”领导小组，因地

制宜制定了《平湖市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双强行动”全

面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配套出台农

业机械化“一县一方案”，目标到2025年主要农作物和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达95%以上，设施农

业、畜牧养殖、水产养殖等机械化率达75%以上。

春种秋收铁牛驰骋，金平湖的阡陌之上，越来越

多技术先进、操作简单的农业机械出现在田间地头，

在这片土地上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走进我

市的农心粮油专业合作社，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水稻侧深施肥机、高速插秧

机、农用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应有尽有，一平台八

中心（即综合服务平台、水稻育秧中心、农作服务中

心、粮食烘干中心、秸秆处置中心、稻米加工中心、冷

藏保鲜中心、农机维修中心、农资供应中心），日产60

吨大米加工流水线，以及恒温储藏稻谷2000吨级的仓

库，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合作社成立5年来，为社员及

周边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机械翻耕21000亩、育秧

33000亩、插秧 37000亩、收割 43000亩、烘干 51000
吨、统防统治98000亩次、代加工大米1800吨，极大地

提高了农作效率。

“机器换人”，让农机成为了“田保姆”“田管家”，

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当上了“甩手掌柜”，农业机械化

也催生了更深层次的农业社会服务变革。我市创新

发展合作模式，引导合作社共同组建服务公司，整合

区域内农技推广人员、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机化基地、

农机大户、科技示范户、种粮大户等多种资源，为农户

提供高效的农机化作业服务。如2016年，由5家合作

社共同组建全省首家县域飞防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平湖市飞农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年作业服务

能力达3万亩次，带动全市高效植保技术应用快速增

长，2019-2020年无人机增加63台，作业范围从植保

拓展到播种、施肥环节，服务能力增加超过10万亩。

同样地，位于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的平湖千瑞翔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则专门从事播种、喷洒农药、施肥等无

人机农业植保服务的企业，拥有无人机125台，年均可

完成飞防作业30万亩次，实现农药减量5%、人力成本

节约50%，保护了水源和生态，谱写了农业服务业发

展的新篇章。此外，日常困扰农民的秸秆回收问题，

也找到了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乍浦惠农、新埭农心等

合作社购置生物质燃料成套设备，率先在全省建立

“水稻种植—秸秆收集—稻草（谷糠）制生物质燃料—

谷物烘干—粮食加工（谷糠）”的农业生态自循环体

系；平湖亿家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自2015年起开展机

械捆扎秸秆收集业务，年均捆扎收集面积达10万亩，

机械捆扎打包服务范围覆盖全市各镇街道各个村，出

售秸秆每吨利润120元。

农业机械在农忙时节使用率高，但其余时间则基

本闲置。这也造成维修技术人员农忙时节分身乏术，

平时则需求寥寥。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市的区域性维

修中心——农机“4S店”应运而生，开展集整机销售、

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技术培训及信息反馈于一体

的农机服务。我市还设立了65个农机维修网点，招聘

和培养了维修人员112人，有效解决了农机维修网点

稀少以及农机服务维修设备、维修技术落后等问题，

深受广大机手和农户的欢迎。

沙地里的豇豆、空中的紫背天葵、营养液膜里的

快菜……来到位于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的浙江绿迹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特殊的种植方式和多样的科技装

备让人眼前一亮。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一座北斗高

分基站。这个基站能测绘农场高精度地图，依靠它对

场地、设备和人员进行优化管理和智能调度。基站建

成后该公司还先后引进了无人车，依靠计算机便实现

了灌溉、水肥、环境、温控等流程自动化。机械强农，

离不开数字化与机械化的深度融合。2019年我市投

资300万元建成市级智慧农机管理服务中心，对拖拉

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可移动大型机具安装北斗农机

管家 464台，有效对接大疆、极飞等植保无人机 285
台，有效提高农机化管理水平和智慧农机应用水平，

实现农机智慧管理全覆盖。据统计，今年平台系统管

理各类农机作业面积62.7万亩次，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平均台作业量达到1568亩次，效率效益比平台建立前

提升15%。

如今，“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综合服务已经日

渐成熟，农机作业、统防统治、集中育秧、加工储存、农

机维修等社会化服务在我市已经普及。目前，全市建

设有智慧农机示范基地6个，创建省级数字农机示范

基地2个；拥有各类农业机械近5万台（套），农机化作

业服务合作组织42家，年均维修农机具1.4万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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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的农业机器人基于北斗定位的农业机器人

农机进行田间秋收作业农机进行田间秋收作业

强科技： 为农业发展插上“智慧翅膀”
在平湖，你可以看到现代新科技与农业的完美结

合——在浙江绿迹农业科技基地，看到更多的是使用

沙培、气雾培等技术种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沙地种

植具有明显的优势；东郁公司3D蔬菜工厂里，实现播

种到收获的全自动化，打造了10万级无菌培养洁净

空间，节水高达95%的植物检测实验室；在蓝城春风

江南植物工厂的蔬菜大棚里，生菜是无土栽培的，果

蔬生长的温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全部由计算机

自动控制，年产值是一般大棚的5至10倍……“金平

湖”的大地上，这样生机勃发的现场数不胜数。

农业科技的不断“加码”，为平湖农业的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年来，我市以工业理念

发展农业，大力推进产乡融合发展、集聚发展，形成

以粮食为基础，芦笋、西甜瓜、水产、食用菌、蔬菜为

特色的农业产业格局。作为浙江省 14个产粮大县

之一，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第四、嘉兴第

一。走进广陈镇龙兴村，绿油油的水稻田田成方、路

成框、渠成网，与远处的农房、劳作的农民交织成一

幅美丽清新的田园诗画。这里，是平湖的备用水源

地广陈塘的流经区域，也是乡村振兴稻米产业深度

融合集成创新示范项目的实施现场。如今的龙兴

村，农田还是那块农田，种稻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种稻。在以往的水稻种植过程中，育苗、栽种、收割、

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往往相互分离、相互脱节，因

为管理不规范、管控不统一，不仅造成水稻品质参差

不齐，而且也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而乡村振兴稻

米产业深度融合集成创新示范项目，谋划布局了一

个水稻“五化”集成创新示范核心基地，以及工厂化

水稻育秧中心、粮食数字烘干恒温仓储中心、稻米数

字加工中心等7个中心，改变了水稻传统种植模式，

构建了“水稻育秧—水稻机械化种植—稻米数字化

加工仓储—大米品牌销售”以及农业生产服务的稻

米全产业链。随着项目的实施，这里的农田被寄予

更多的希望与期盼。该项目的建设，将有效补齐稻

米智慧生产加工、仓储、品牌营销、社会化服务的短

板，创新建立“龙头企业+基地+村集体+公司+农户”

的农工贸利益联结模式，还通过土地流转、量化分红

等渠道增加了农户收入，承载了农民的“共富梦”。

产业兴旺，关键要靠科技、人才以及有效的组织

形式。积极鼓励优秀青年回归农村，鼓励先进科学

技术进入农业，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把各种生产要

素和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相互适应的生产关系，带动

广大农民共同致富，分享科技成果和红利。平湖农

业经济开发区园区内的东郁国际植物新品种研究院

项目，是当地引进的一个高科技农业项目，从国外引

进科技农业专家，建设新品种研究院、国内首个脱毒

实验室以及国际领先的蔬菜工厂等。而科技强农之

路从不单行，蓝城春风江南植物工厂是集农业科技、

乡村旅游、文创开发为一体的现代农旅文融合项

目。工厂采用日本三菱成套水培、集装箱育苗、水肥

一体和自动洗盘机械等设施设备；利用计算机对植

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CO2浓度以及营养液等

条件进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植物生长不受或很少

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省力型生产，实现农作物周年连

续生产的高效性农业。日常管理过程中通过引进良

种、优质营养液、工厂化种植、日式科学管理，逐步改

变效率低、回报率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

种植的科技含量和商品化蔬菜的生产效率，同时采

用多种复合物理防虫技术，做到“零添加，零农药，零

污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蔬菜，填补国内高

端叶菜蔬菜的市场空白。

点燃乡村振兴的数字引擎，农业生产有了智慧

“大脑”。金平湖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系发达，

水稻大面积种植，但同时农田退水成为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的难点。针对农田退水治理难题，近年来我

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全

省率先启动了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围绕生

态沟渠建设，探索出“农田尾水循环利用”“圩区内水

系循环利用”“节水涵养生态”“鱼（虾）稻共生”4种

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模式，从而促成一批集

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水、高标准农艺和高标准农机

为一体的农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仲夏雨

后，走进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广陈镇）龙兴村赵家

兜灌区，大片的清新绿意，秧苗在高标准农田里随风

摇曳，生机盎然。田块之间，一条条生态沟渠交错通

连，沟渠中一簇簇野茭白、菖蒲等植物正在默默地对

稻田退水中的氮磷等成分进行过滤净化，“为肥水减

肥”。2020年，广陈镇龙兴村赵家兜将已有的 17个

退养鱼塘进行串并、打通，建成生态塘，池塘水通过

泵站依次进入灌溉渠道、稻田、生态沟，最后回流生

态塘，实现整个灌区灌排水循环流动和净化再利用，

由此建设浙江首个稻田退水“零直排”灌区。计划到

2025年，全市所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全覆盖推行稻田

退水“零直排”治理，总面积19.01万亩；预计削减总

磷总氮和COD排放 20%以上，全面治理水体环境，

为我市创建长三角一体化绿色生态发展协调区和居

民饮用水源保护地水环境修复提供经验借鉴。

水培蔬菜立体栽培水培蔬菜立体栽培

春风江南植物工厂智能育苗室春风江南植物工厂智能育苗室

采用气雾培技术种植蔬菜采用气雾培技术种植蔬菜

■■记者记者 石晓晨石晓晨 戴绯绯戴绯绯

嘉兴日报社平湖分社地址：平湖市当湖街道三港路 1号 邮政编码：314200 电话：报刊部 85019999 85018105 报业发展部 85013072 85018340 嘉报设计印刷公司：82531555

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电话/85013072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马友良 版式/李春霞

平湖版聚焦

JUJIAO

C4

东海之滨，鱼米之乡。在金

平湖这片沃土上，农业已经改变

了“靠天吃饭”的“前世”，迎来了

向科技要效益、向机械化要效率

的“今生”：平台支撑，把田野变成

“聚宝盆”；“机器换人”，让农机

成为“田管家”；数字赋能，给技

术插上“云翅膀”……农民们也不

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用手

机种田”“穿皮鞋下地”。如此一

幅农业高质量发展壮美画卷，正

在这里徐徐展开。

科技躬耕、机械加持，是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之举、提升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必由之

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省级

农业领域“机器换人”示范县建

设，深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双强行动”，加快推动农业机械

化发展，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先后创建成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

县、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浙江省首批“机器换人”

示范县，“粮食生产中农机全程数

字化应用”入选全国 2021年数字

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

秀案例，并连续 8年获得省乡村

振兴（新农村建设）优秀县（市）称

号。今年，全市主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3%，水

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1%，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

养殖等机械化率达 70%以上，处

于全省领先水平。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乡

村振兴两个战略机遇期的交会

点，我市将把“双强行动”作为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工程，

以科技创新优化品种选育、提升

产品附加值，以机械化提高时间

效率、降低劳动成本，走出一条具

有金平湖特色的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经营收入提

升之路，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为平湖经济高质量发展、勇当

共同富裕新崛起典范贡献更大的

“三农”力量。

我市高质量打造我市高质量打造

现代农业现代农业““金平湖样板金平湖样板””

““双强双强””促促““双增双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