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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水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7日

2023 年全市农机化重点工作情况通报

今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农机化发展工作，认真落实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积极创办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大力实施农机化科技项

目，全力开展重要农时农机服务保障，为全市粮食生产和特色优势产

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装备支撑和服务保障。为扎实推进全市农机化

高质高效发展，9月 5日至 9月 15日，市农业农村局对各县区 2023

年农机推广重点工作组织工作进行了督导调研。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

下:

一、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一）全市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支付情况。今年省上分

两批下达我市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2070万元，截止 10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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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市受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 12249份，补贴机具 12397台套，使

用中央补贴资金 2060.7234万元，兑付中央补贴资金 1627.8744万元，

支付进度为78.64%。其中武山县100%、甘谷县99.83%、麦积区99.76%、

秦州区 74.49%、张家川县 63.97%、清水县 51.92%、秦安县 45.76%。

对支付进度较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武山县、甘谷县、麦积区通报表

扬，对支付进度较慢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秦州区、张家川县、清水县、

秦安县通报批评。

（二）全市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支付及项目实施情况。

今年省上分三批下达我市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380万元，截

止 10月 7日，已支付 139万元，支付进度 37%。其中张家川县 93%、

麦积区 82.1%、武山县 34.3%、秦安县 26.7%、清水县 18.45%、甘谷

县 16.16%、秦州区 3.31%。对支付进度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上的张家川

县、麦积区通报表扬，对支付进度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武山县、秦安

县、清水县、甘谷县、秦州区通报批评。

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共涉及项目 13个，截止目前各县区

已引进各类机具 175台套，建立各类示范基地 8560亩，召开现场会 8

场次，举办培训班 9期，培训人员 832人次。其中：

张家川县饲草料机械化技术装备集成示范项目创建饲草玉米全程

机械化示范基地 1000亩，引进青饲料收获机、粉碎揉丝机和揉丝机各

1台。

清水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与示范项目创建全程机械

化示范基地 500亩，引进种植收获机械装备 12台，举办全程机械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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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种植现场演示观摩会 1次，培训人员 45人次。

秦州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与示范项目创建全程机械

化示范点 1000亩，引进累加补贴机具 18台套；丘陵山区粮食作物薄

弱农机装备累加补贴试点项目建立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基地 2 个各

1000亩，累加补贴机具 15台套。

秦安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与示范项目创建全程机械

化示范基地 1000 亩，累加补贴引进电动播种机 11台、机引播种机 2

台、分控式植保机 1台。

甘谷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与示范项目创建全程机械

化生产示范基地 450亩，累加补贴铺膜机 8台、机引一体播种机 2台，

举办全程机械化技术种植现场演示观摩会 1次，培训人员 50余人次。

武山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示范项目创建全程机械化

示范点 1000亩，全额累加补贴大豆玉米播种机 68台套，举办了机具

发放仪式暨机具演示培训会，培训人员 120人次；丘陵山区粮食作物

薄弱农机装备累加补贴试点项目创建大豆玉米全程机械化示范田 500

亩、小麦全程机械化示范点 500亩，累加补贴播种机具 3台、覆膜机

1 台、谷物收获机 4 台、玉米收获机 2 台、残膜回收机 2 台，开展农

机手培训 2次 100人次。

麦积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与示范项目创建全程机械

化示范田 110亩，累加补贴购置各类机具 11台，召开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机械化现场会 1次，培训人员 60余人；果园机械化技术装备集成示

范项目建立果园机械化示范基地 500亩，引进果园作业平台、履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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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智能履带式割草机等关键农机装备 11台套，举办机械化现场

演示观摩活动 1次，培训农机、果业合作社负责人 66人次。

（三）市级全程机械化办点示范情况。各县区围绕粮食作物和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创建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和特色优势产业重点

环节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 28个，示范面积 1.84万亩。其中：张川县

创建小麦、玉米、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和饲草加工示范基地

2000亩。清水县创建良繁小麦、大豆玉米、蚕豆、饲草全程机械化示

范点 5500亩。秦州区创建小麦、大豆玉米、林果和中药材重点环节全

程机械化示范点 1700亩。秦安县创建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示范点 4个

2400亩。甘谷县制定《2023年全程机械化作业示范点建设实施方案》，

创建大豆玉米、小麦和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示范点和中药材关键环节机

械化生产示范点 1500亩。武山县创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

马铃薯、中药材基地 2300亩。麦积区创建小麦全程机械化示范点 500

亩、玉米全程机械化示范点 1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全程机械

化生产示范点 1000亩、果园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点 500亩。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方面：张家川、清水、秦州、

秦安 4县区 2022年超录机具补贴资金兑付不及时；张家川、清水、秦

州 3县区补贴系统数据未与省上衔接及时进行调整；武山县甘肃省农

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维护不及时不到位；张家川、清水、秦安、

秦州 4县区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信息更新不及时；各县区普

遍存在农机购置补贴档案管理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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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项目实施方面：各县区不同程度

存在财政资金支付进度慢、基地管理不精细、试验不规范等问题，引

进机具补贴申报办理不及时、项目财政资金支付较慢，截止 10 月 7

日，秦州、甘谷、清水、秦安、武山 5县区省级农机购置补贴项目资

金支付分别占省级财政投资的 3.31%、16.16%、18.45%、26.7%和

34.3%。秦安县 2台玉米收获机和 1台大豆收获机、甘谷 1台玉米收获

机和 1台大豆收获机还未引进到位；甘谷、武山两县示范基地旱情影

响作物产量和后续项目实施；秦州、甘谷第三批省级“双强”行动项

目计划任务未制定，承接主体未确定。

（三）市级农机办点示范方面：各县区依托省级项目资金创办的

示范点创建质量较高，其余示范点扶持力度不大，以技术指导为主，

示范点建设质量不高，示范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农机化工作，针

对存在问题，认真研究安排，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机具引进、资金支

付、现场培训演示等重点任务，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确保今年

农机重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进一步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

财政部门的沟通衔接，加快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和省级农机

购置补贴项目资金兑付进度，降低补贴投诉数量，提升购机主体对补

贴政策落实的满意度。力争 10月底前 2022年超录机具补贴资金全部

兑付到位，中央和省级补贴资金支付进度达到 85%以上，12月底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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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部支付到位。

(三)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监管。各县区要督促项目主体尽快引进

项目机具，加强机具技术保养和操作人员培训。加强项目田间监测，

做好机械化收获试验示范工作，及时开展现场培训演示活动。认真开

展项目总结，全面收集、整理项目资料，确保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

务。

（四）进一步加大农机化宣传报道工作。抢抓秋季农机作业时机，

充分利用试验示范、现场演示等，持续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

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增添、更新机具，提升农机服务保障水平。

（五）提早做好明年重点工作谋划。科学谋划明年中央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资金规模、省级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和农机化示范基地，掌

握短板机具需求，提早遴选承接主体，为明年农机重点工作落实奠定

基础。

发：各县区农业农村局。

送：各县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市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