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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
卢福安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农业局，三明 354500）

摘要：以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烘干等主要环节为重点，开展水稻农机农艺融合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展示，集成一套

适宜当地耕作制度的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模式，能降低稻作生产成本，调动种粮积极性，确保水稻稳产高产、节本增

效，推动全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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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机械化育插秧和全程机械化技术具有“增

产、创收、省时、省力”优点，2016 年建宁县大力推进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并加快了水稻新品种、新

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等“五新”推广，为全

县降低稻作生产成本，调动种粮积极性，确保水稻稳

产高产、节本增效作出了贡献。

1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主要任务
以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烘干等主要环

节为重点，开展水稻农机农艺融合全程机械化生产

示范展示，集成一套适宜当地耕作制度的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模式，推动全县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 [1]。

2　实施主体
根据“有设备、懂技术、会管理、社会化服务能

力强、服务水稻生产面积 67hm2 以上、自有 33.3hm2

以上水稻生产基地、已建成水稻工厂化机插育秧示

范点”的条件要求，确定建宁县溪口镇勤建农机专

业合作社（省级农机示范社）作为实施主体。

3　完成任务情况
3.1　推广先进适用机具　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的导向作用，对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急需的农

机具予以优先扶持，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技术

改造和产业升级 [2]。示范的溪口镇勤建农机专业

合作社配套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机具：（1）大

型拖拉机及配套机具：51.45kW 以上拖拉机及旋耕

机、起垄机等配套机具；（2）育秧播种成套设备：日

产精量水稻播种流水线，包括智能化催芽机、床土粉

碎筛选机、叠盘机、传送带、秧盘等配套设备，轨道

对委托经营、分支机构、经营不分装种子者设定相应

的资质条件，以提高种子经营人员业务素质。

4.2　建议对用户系统注册进行验证设置　同一个

经营门店只能注册一个账户，避免同一门店备案账

户用户名多而乱的现象。

4.3　全面规范种子标签二维码信息　建议农业部

对种子标签二维码信息和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内容

要求完全对应，二维码中增加企业生产经营许可信

息。同时加大对种子生产企业包装袋二维码的督促

检查，做好与备案系统的对接，以方便基层开展备案

工作。

4.4　优化改进手机 APP 操作系统　一是在手机

APP 中对经营不分装种子备案时，取消“亲本”种子

设置选项，或自动默认为“杂交”类别；二是建议在

手动录入模块中，对作物种类设置选项填写功能，实

现选择式录入，减少错误率，可有效避免影响后期的

查询统计准确率；三是增加不规范录入信息的自动

审查功能，减少备案者录入错误；四是优化手机备案

APP 品种添加功能，使其和 PC 版保持一致，即使被打

回的备案单，也能修改或者补充添加新的品种详情；

五是在管理系统中赋予审核人员纠错改错权限，避免

由于错别字录入而需要多次打回备案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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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水稻播种机、搬运叉车；（3）乘坐式高速插秧机； 
（4）高效植保机械：13.23~36.75kW 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单旋翼、多旋翼无人驾驶农用航空器；（5）联

合收割机：44.1kW 以上联合收割机；（6）烘干机械：

12t 以上循环式烘干机。

溪口镇勤建农机专业合作社 3 名以上机手掌握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各种作业机具操作技能。

3.2　做好“五新”示范展示　在示范基地建立展

示区，展示主推技术。（1）主推品种展示。在溪口

镇杨林村种植的 3 个主推品种，泰丰优 3301、泰丰

优 656、夷优 266，每个品种各 0.67hm2。（2）合理

密植展示。在客坊中畲村由谢文昌、余太雄承担合

理密植 2 个展示点，分别为早稻 12cm×33cm，中稻

14cm×33cm，稻作面积分别为 0.73hm2、0.83hm2。

（3）前氮后移技术展示。在客坊中畲村由谢文昌承

担中稻 0.73hm2 前氮后移技术展示点，与习惯施肥

方法比，基蘖肥氮肥用量降低 10%~15% ；穗肥氮肥

用量增加 10%~15%。（4）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展示。

在客坊中畲村开展取土化验，面积 3.33hm2，取样 5
个，对土壤养分评价，在确定目标产量的基础上，提

出施肥建议卡，明确基肥及分蘖期、孕穗期、抽穗期

不同时期的氮、磷、钾等肥料的施用品种、数量和施

用方法。（5）病虫害科学防控展示。在客坊中畲村、

溪口镇枫元村，由建宁县溪口镇群建合作社承担病

虫害统防统治展示点，面积 67hm2。县植保站做好

田间病虫害调查测报，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掌握用药安全间隔期，减少用药 30% 以上。

通过示范点建设，树立一批可看、可学、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做到“大户带动小户”，提高全县水稻

生产全程机械化和“五新”推广水平 [2]。

4　主要措施
4.1　强化行政推动　县农业（机）局将水稻生产机械

化工作作为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工作，建立农技、种

子、植保、土肥、农机内部协调机制。由分管县领导做

好农业、农机协调工作，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工作

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领导到位、培训到人、指导

到田，为水稻生产机械化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4.2　开展示范带动　通过建立水稻生产机械化示范

点，以点带面，示范推进。加强项目指导和机手培训。

各示范点设立标牌，注明地点、规模、主推品种、主推

技术、工作责任人、技术负责人、实施单位等内容，接

受社会监督，方便农民观摩学习，扩大宣传影响。通

过创建精品基地，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示范作用，

带动全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质量水平普遍提高。

4.3　农机农艺联动　农机、农艺部门联合开展技术

攻关、项目指导和人员培训，共同研究制定适合本地

区水稻生产机械化的技术模式和推广方式。同时，

积极探索农机服务市场化运作机制，推进农机合作

社为周边农户提供育秧、机插、机防、机收、烘干等作

业服务。

4.4　扶持措施　一是购置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

机装备，示范基地补助 40 万元，用于补足补齐水稻

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二是对列入粮食产能区内面

积的客坊中畲村，补助 20 元 /667m2，主要用于推广

新肥料、新农药、新品种等方面补助；三是为示范点

提供品种选择的技术支持，并提供良种良法配套技

术供参考。与示范点协商建立新品种展示，新品种

种子由县农业局统一无偿提供，并给予一定试验资

金补助和水稻种植保险，为今后五新推广提供后备

品种；四是为示范点合作社开展个性化服务，免费采

土化验，根据土壤测试和养分评价结果，结合水稻

施肥指标体系，提出水稻施肥建议，并发放施肥建议

卡；将符合冬闲田种植要求的，列入 2016 年冬种紫

云英示范推广项目示范片范围；五是开展水稻病虫

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每 667m2 次补助 10 元；从专业化

统防统治示范县补助中安排部分经费扶持植保专业

化服务组织。通过扶持和自身建设，增强示范农机

合作社作业服务能力，扩大作业规模，不断提高他们

的农机装备水平、农机农艺技术契合水平、专业化服

务水平和产业经营管理水平。

4.5　做好宣传促动　加大宣传水稻育插秧和全程

机械化技术“增产、创收、省时、省力”优点，努力提

高农民群众对机械化作业的认知程度，争取各相关

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为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营

造了良好氛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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