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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秋”，陕西省西安市农机部门
高度重视、主动上位，认真落实省市“三
秋”农机工作安排，以粮食大面积单产提

升为主线，立足“早”“实”“细”“严”，科学
谋划、统筹协调、积极对接、精准发力，做
好“三秋”农机化生产工作，确保秋粮颗粒

归仓，夏粮种足种好。“三秋”期间累计投
入各类机具4.8万余台（套），完成玉米收
获175.85万亩，夏粮播种209.55万亩。

“三秋”前，组织开展
了2024年全市农机事故
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强化
了农业、应急、公安、消
防、医疗等多部门的综合
协作和应急响应能力，为
全市高效处置农机事故
积累实战经验。“三秋”期
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不断强化底线思维和
红线意识。一方面，强化
安全宣传教育，普及农机
安全常识，切实提高农机驾驶
操作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安全意
识。另一方面，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乡村农户和田间场院，做

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开展农
机安全生产大检查，预防重特
大事故发生。同时，联合公安、
交通等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拖

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无
牌行驶、无证驾驶、疲
劳驾驶、超速超载和
违章载人等违法违规
行为，最大限度消除
不安全因素，确保了

“三秋”农机生产形势
安全平稳。

下一步，西安农
机系统将以更加严谨
的工作作风、扎实的
工作态度、过硬的技

术水平不断拓宽农机服务的领
域，提高农机作业水平，为西安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贡
献农机力量。

立足于精细化服务意识，全
市农机系统组织开展了全方位
优质精细服务工作，以提升玉
米、小麦单产为主要抓手，全力
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项目带动，对长安、周至、高
陵、阎良、临潼5个区县的2000
亩玉米增密高产机械化播种技
术试验示范点加强玉米后期科

学管理，在今年生长期高温少雨
的情况下，玉米增密高产机械化
技术优势明显，深松环节增加了
蓄水保墒能力，与周边群众的普
通大田相比，亩均增产160公斤
以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坚持小麦种后即管，利用

“一团两队”服务机制，及时组织
专家指导组、科技小分队深入田

间地头因地因苗因墒指导，运用
信息化手段做好苗情监测、灾害
预警，强化病虫草害等联防联
控、统防统治机制。技术指导组
向广大农民群众提前宣传小麦
冬季田间管理相关技术，根据小
麦生长的特点，合理运筹肥水，
适时适量浇好越冬水，促进及时
出苗、苗齐苗壮。

“三秋”期间，全市农机系
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强化措施落实，充分调动农机
新质生产力，主攻小麦机播等
重点工作，推动良种、良技、良
机共同推进，确保夏粮种足种
好。一是开展技术培训。8月
底，全市启动“‘三秋’农机化技
术培训月”活动，线上线下齐发
力，多措并举开展技术大培
训。围绕智慧农机、机收减损、
机具保养等新机具新技术，多
种方式组织机播、机收、植保技
术培训和现场演示观摩，推动
良机良艺良法配套融合。二是
提高小麦机播质量。科学调整

调试机械，规范
操作，不断加强
作业质量监督检
查力度，重点推
广小麦宽幅沟播
技术，实现小麦
高质量播种。同
时，因地制宜制
定技术措施和农
机适配方案，指
导群众抢墒播种、造墒播种，确
保不误农时，从播种环节为明
年夏粮增产奠定坚实基础。三
是提高小麦播种机械化效率。
结合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鼓励
动员合作社、农机手购置小麦

宽幅沟播机等高性能播种机，
指导农机手熟练掌握机具，科
学设定作业路线，在满足作业
要求的基础上提高作业速度，
主动联系农户，对接“小、偏、
坡”地块，提供机械播种服务，
小麦机播率接近100%。

“三秋”前，西安市农机部门提早谋
划，扎实安排。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印发
了《关于做好 2024年“三秋”农机化生
产服务工作的通知》，召开全市“三秋”
农机化生产暨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现
场会，进一步落实省市“三秋”工作会议
精神，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定
《2024年“三秋”农机生产工作实施方
案》，绘制《全市“三秋”农机抢收抢种指
挥图》，对全市“三秋”机收机播、安全监
管、应急作业、信息报送等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西安市农机总站成立“三秋”
农机生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安全检查
组、技术指导组、信息服务组、农机调度
组、电话值班组等五个工作组，按照“七
个一”保障措施组织开展全方位优质服
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全市农机系统以实际行动把大面
积单产提升任务落实到“三秋”农机化
生产中。一是提早做好摸排工作，下
好“先手棋”。9月份开始，组织农机干
部逐镇街逐村摸排对接机具和收获面

积，建立机具摸排台账、制作生产进度统计表，
做到对全市底数了然于胸，有的放矢。二是提
早做好宣传工作，打好“主动仗”。围绕“玉米
机收减损、小麦宽幅沟播”两大粮食单产提升
农机化关键技术。印发《关于扎实抓好主要粮
食作物机收减损工作的通知》《关于抓好小麦
宽幅沟播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工作的通知》，
大力宣传推广机收减损、小麦宽幅沟播、秸秆
综合利用等技术，宣贯作业质量标准，全力推
进玉米机收减损、小麦高质量播种。三是提早
做好保障工作，用好“组合拳”。8月中旬以来，
各区县组织技术骨干、销售和维修企业技术人
员分片包干，深入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机大
户、田间场院，指导帮助机手调试、保养农机
具，动员农机销售、维修企业和合作社，提早储
备充足的“三秋”生产所需的零配件等易耗物
资。组织全市53个农机维修网点加强技术力
量，提前调试1000台安装定位设备的玉米收
获机，确保“西安数智农机调度平台”实现精准
调度，助力“秋收”任务高质高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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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实 全力抓好“秋种”，确保种足种好

立足于细 全力抓好“秋管”，确保苗齐苗壮

立足于严 全力抓好农机监管，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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