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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我市正积极探索农
业“智慧化”。璜泾镇雅鹿村正在建设粮食生产

“无人化”农场。去年，完成了插秧机、拖拉机、收割
机的智慧化改造，为农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
今年，正在推进农田的宜机化改造，确保“无人化”作
业模式在夏收夏种时大面积铺开。届时，农民在电
脑前就可以远程控制，一键实现农事作业。“事先先
设定参数，农机就会自主作业。无人管、无人种、无
人收，我们将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无人化，从而降低劳
动强度，提到作业质量。”雅鹿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透露着浓浓科技味的“无人化”农场，能够让
年轻人回流，组建农业人才队伍。

近年来，我市打造智慧农业生产场景，持续推

动各类感知设备、嵌入式设备、自动控制设备应用
到生产场景之中，启动“智慧农机”示范工程，营造
智慧农业新生态，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更
加强劲的动能。

此外，今年，我市以创建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
械化示范县为契机，积极探索农机智能化、绿色化
升级路径，着力补齐特色农机发展短板。在蔬菜
等特色农业上也将加快“机器换人”的发展步伐。
我市还充分发挥国资国企引领带动作用，加快组
建农业投资发展公司，经营内容也将涉及统筹全
市农业机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同
时，加强资本化运作、产业化运营，为农机化发展
添动力。

30年的时间，让一个人从蹒跚学步，

到少年初长成，再到人生而立。“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过去的30年里，

全市农业机械化发展如同一个人的成长轨

迹，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迎来最好的时

光。如今，农业腾飞的羽翼日渐丰满，在着

力书写新时代“鱼米之乡”的太仓实践中，

迎来更多“机慧”。

数说成绩：我市现有联合收割机

322 台，自走式高地隙植保机147台，拖

拉机 697台，其中大型拖拉机（100匹马

力及以上）74台，烘干设备 366 台套。

2022年，全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达

98.35%，主要农作物生产耕种收机械化

率达99.1%。

现年73岁的陈桂兴曾是杨桥村（现为沙溪镇
中荷村）负责人，聊起30年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我记得太仓第一台洋马收割机，市场价是28万
元。作为农业机械化先行村，上级补助了村里一
台。一天竟然能作业30亩，让大伙儿很激动。”陈
桂兴回忆着，当时，那台收割机可是香饽饽，即使
是80元/亩的机收费用，农户依旧踏破门槛，秋收
时那台收割机干足了一个月。“当然，那时收割机
上没有谷仓，机器上还要站一个接粮员，作业效率
也不足现在的一半。”十多年前，那台收割机正式
被淘汰。如今，在太仓田间地头奏响丰收曲的是
久保田688、久保田888和久保田988收割机。

为了理清全市农机化30年发展的脉络，记
者找到了龚建峰。1991年起，他先后在太仓市中
拖维修中心、农机监理所、原农委农机科、农机推
广站等部门工作，参与了农机维修、监理、管理、
推广工作，直至2020年任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畜
牧科科长。他根据自己的回忆以及翻阅《太仓县
农业机械化志》，向记者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
初，我市以中型拖拉机为主，拥有1000多台上海
50型拖拉机，当时耕整地机械化率接近100%。
小麦收割方面，采用由拖拉机加装的桂林、向明
等背负式收割机系列，机械率比较高。短板在水
稻收割上，机械化率不足10%。”记者在1994年、
1995年的《太仓新闻》影像资料里找到了佐证，当
时的农户还在人工割稻和使用脱粒机。

“2011年夏收时连续阴雨，收割自给率不
足，影响了进程。为此，我市加大对收割机的补
贴力度。”据龚建峰介绍，从2011年起，以村级农
机合作社为补贴对象，太仓财政对半喂入式收割
机的补贴额度为10万元/台，另有中央、省、苏州
三级补贴总额为3.5万元/台。“以一台888型久保
田收割机35万元为例，村级农机合作社购买仅需
21.5万元。”高补贴调动了农机合作社购买农机
具的热情。当年，我市新增以久保田588为主的
收割机84台。2012年，太仓财政对75匹以上马
力拖拉机的补贴额度为2.5万元/台，在该政策引
导下，50匹马力以下的拖拉机逐步被淘汰，这为
以后的秸秆机械化还田、小麦播种等复式作业创
造了条件。

2010年起，各村都成立了村级农机专业合作
社、合作农场。当时农村年轻劳动力转移，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面对‘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难题，市里鼓励村集体成立合作社，促
进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龚建峰介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有利于新型农机的推
广，这也是当时收割机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陈桂兴在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农田
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不利于大型机械化的
发展。“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将打
破户与户之间的地界 ，扫清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
障碍，这是当时的趋势。”在2010年退休前，陈桂
兴负责组建劳务合作社，这也是中荷村合作农场
的前身。如今，村级合作农场依旧是我市粮食生
产的主力军。

龚建峰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太仓市稻麦全程
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该《规范》在2016年年底
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领衔的专家组的一
致肯定。该《规范》对提高“耕整地、种植、植保、收
获、烘干、秸秆处理”六大重点环节机械化水平具
有指导意义。龚建峰表示，我市粮食全程机械化
提早谋划，超前布局。直至2017年，江苏省才
提出创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的
要求。在2019年年底举行的“2017年省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项目验收工作”中，我
市在19个创建县（市、区）中，以95.88分夺得桂
冠。

2017年之前，“马路晒场”一直是社会和媒体
关注的热点，造成交通隐患的同时，粮食收获后遇
阴雨天未及时晾晒和烘干，易发生霉变，粮食安全
得不到保障。2017年，依托创建江苏省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项目，包含了粮食烘
干中心、农机库房的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在各地如

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目前，全市各村农机合作
社拥有粮食烘干机366台，农民正式告别看天晒
粮，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

“烘干设备每台（套）售价在12万元~15万元，仅太
仓财政补贴额度就达到了每台（套）8万元，这在全
省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龚建峰表示。截至目
前，我市已经建成31个“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

此外，我市积极探索秸秆利用新途径，2017~
2019年连续三年获批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试点县项目，逐步构建夏季以还田为主、秋季以回
收为主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形成饲料化、肥料
化、基料化、基质化“四化全量”综合利用格局，全
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100%，深入构建绿色循环、
优质高效的“太仓模式”。2020年，我市获评全省
唯一的秸秆全量利用示范县。“加强秸秆饲料化利
用 打造‘四个一’生态循环模式”入选农业农村部
发布的2021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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