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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
我市农机产业解锁“机械强农”密码

“2003年，我和老乡来永康承包农田时，最好的设备是一辆手扶式拖拉机。以前因设备少只敢承包
100 亩，现在设备先进了，光种植面积就达到 1300 多亩。”3 月初的一天，办理购机补贴的种粮大户段国
辉说起我市农机产业的发展，深有感触。他说，现在以机械播种、施肥、收割等全自动作业代替传统人工
耕作，既方便又省心。

近年来，我市农机生产企业立足国内农业发展，推出了越来越多适合本土作业的小型农业机械，破解
我市缺乏适配小型农机的瓶颈，弥补“七山一水二分田”资源禀赋的不足，推动我市做强农机产业、做精农机
服务，让农业有竞争力、让农民有钱赚，真正解锁“机械强农”密码。

生产技术成熟 形成完整农机装备产业链条
从水牛下田到机器耕地，从靠经验

到靠大数据，机械化打捆秸秆离田利

用，无人机管理农田⋯⋯科技助力，让

农民从会种地变成“慧”种地。一些科

技感十足的农机产品，将段国辉的农机

存放点塞得满满当当。

“收割下来的稻谷被倒进机坑，经

过机械分离、清选后，自动分批进入 8

台大型烘干机。烘干后，稻谷通过由若

干条输送带、提升机、流向转换器等设

备构成的粮食输送互通系统，被输送到

指定位置。整个过程一键操作，就可完

成流动计量、自动清选、自动入库和自

动装车外运，全程只需一个人操作。”回

忆起去年夏粮收割时节，段国辉脸上笑

容满满。在永种粮 20 年，他见证了我

市农机产业的发展。

据悉，我市作为全国重要的农机生

产基地，已有农机生产企业1600多家，

年产值超 100 亿元。全市水稻生产实

现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1.46%。

近年来，结合农机装备产业特点，

依托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和国家林草

装备科技创新园，我市逐步加快国家丘

陵山区小型农机推广应用先导区农机

智能制造园建设，完善农机装备与技术

协同创新、高端农林装备会展、农业机

械试验检测鉴定等三大中心，壮大整机

制造、动力机械、人工智能、高端零部件

及材料等四大产业集群，为全省建设国

家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推广应用先

导区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目前，我市农机生产铸造、锻压、焊

接、热处理等技术日益成熟，形成从研

发设计到生产制造、从零部件到整机、

从生产要素购置到成品销售完整的农

机装备产业链条，90%以上的产业配套

都能在本地实现生产，提高产业链本地

供应率，初步实现农机产品种类全覆

盖。

在农机产业发展上，我市农机装备

研究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全市有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17 家，拥有省级农机技术

（研发）中心 8 个，全省 4 个省级重点农

机企业研究院中有 3 个落户永康；长期

与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展“科

创中国 智汇丽州”“揭榜挂帅 全球引

才”等系列活动，引进“国千”人才 4 人，

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2 家，破解技术难

题 30 余项，获得专利授权 40 余项；引

进 3 家国家级学会设立创新驿站、建立

6家省级学会企业创新驿站等。

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机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农机市场

迎来产销旺季。在星月集团高新园区

广场，一台台载着“星月神”牌系列农耕

机械的大型物流车，将从这里出发，驶

向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该公司生产

的小型化高速插秧机能巧妙解决包括

我市丘陵山地在内的丘陵山地机械化

作业难题，为国内丘陵山地机械化作业

带来转机。这一切还得归功于我市涌

现的农机企业开拓创新，攻克难点，推

动插秧机市场供需结构加速调整，加快

高速插秧机取代手扶式插秧机的速度。

“目前，我市粮、蔬、果、菌、茶等产业

机械化水平各不相同，其中，水稻种植面

积12万余亩，已基本实现机械化种植。”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此，

我市农机企业围绕这些产业机械化薄

弱环节，推出了微型化、轻便化、多功能

农机设备。如引入新设备推行机械规

模化，推动毛芋产业机械化种植。

大力发展农机产业是强国富民的

重要举措，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为此，我市

设立产业基金，制定农机龙头企业扶

持政策和“首台（套）”创新奖励政策，

优先支持农机产业项目。对符合全市

农业产业导向的先进适用农机具进行

兜底式补贴，中央、省级有补贴的累加

补贴、没有补贴的追加补贴，提升薄弱

环节农机装备水平。同时，通过设立

农业机械展、承办全省水稻生产机械

化演示活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现场

会等各种渠道，大力推广省内外先进

农业机械，并将农机产业与农业产业

相融合，大力推进“中国农机永康造、

永康制造世界用”。

此外，我市不断深化农业领域“机

器换人”示范创建，全面提升农机装备

保障水平、作业应用水平和社会化服务

水平。我市对全市农机服务主体进行

数字化改造提升和设施完善提升，通过

物联网、智能控制、卫星定位等信息技

术与农机作业融合，开展“互联网+”精

准作业服务，实现翻耕、播种、插秧、植

保、收割、秸秆还田、烘干等农机作业数

字化、精细化管理，农机跨区作业智能

调度，为农户提供育秧、机耕、机插、植

保、机收、机烘、农用运输、维修保养、数

字农机场景运用等全链条服务。

融媒记者 潘燕佳 胡美樱子

无人机管理农田

市科技局
掌握企业技术需求
精准匹配专家资源

优奈特公司
与西安交通大学
达成项目合作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明星） 3

月 18 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由

该局牵头发布的“五金产业转型升

级技术攻关榜”再度被“揭下”，浙

江优奈特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优奈特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电

气学院达成“高转速无感无刷电机

控 制 器 ”项 目 合 作 ，并 顺 利 签 约 。

这 标 志 着 优 奈 特 无 感 无 刷 电 机 控

制器项目正式进入研发攻坚阶段。

优奈特公司专业生产电机，产品

包括休闲运动车电机、老年代步车电

机、平衡叉车电机和物流车驱动系

统。作为我市行业龙头企业，已连续

19 年入围纳税百强企业名单。多年

深耕电机技术领域，优奈特公司已经

站在行业前沿，然而无感无刷电机技

术却成为阻碍该公司发展的“拦路

虎”。

市科技局根据掌握的企业技术

需求，邀请了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专职技术经理人深入走

访企业调研。在对接过程中，技术

经理人对优奈特公司在电机控制器

方面存在的卡脖子难题进行了全面

梳理，并迅速将难题转交给学院教

授丁文“看榜”“揭榜”。作为电机及

控制器领域的专家，丁文从专业角

度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并通过实

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获得优奈特

公司的高度认可。

经多次接触，双方明确由高校专

家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企业发挥生产

渠道优势，协同开展高转速无感无刷

电机控制器的开发，并最终达成正式

协议。

据悉，此前，西安交通大学国家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已 在 我 市 设 立 工 作

站，这是该站建设运行以来的第 4 个

技术合作项目。市科技局积极发挥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深 入 挖 掘 企 业 需

求。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克服距离方面的劣势，充分调动

先进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力量，精

准匹配专家资源，为校企合作提供

高效、全面、深入的技术转移服务。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永康工作站自建立以来，先后促成

千禧龙公司、立久佳公司等多个企业

与其开展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合

作，运行模式成熟稳定，运行成效渐

入佳境，在我市及周边县市的口碑效

应初显。

接下来，市科技局将一如既往地

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大力支持高

校院所在我市设立技术转移工作站，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推行业企业

高质量发展，促进永康产业继续转型

升级。

机械化打捆秸秆离田利用

优奈特公司与丁文团队对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