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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机械化管理出现的问题

1.1农机技术专业人才缺乏

继续教育培训少，农机专业人员少，知识老化就是我国

当前农机系统呈现出来的负面状态，特别是在乡镇，农机管

理的技术水平普遍偏低下，无法适应当前的农机管理工作，

人数少，推广网点和农机维修网点规模小，农机服务维修人

员水平不适应当前的水平，专业维修设备极度缺乏等。

1.2投入的经费不足

我国农机管理中出现服务功能较差的根本原因是对农

机管理的资金不够，一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对农业机械机工

作的投入不足、没有足够重视，使得农机管理工作效果不理

想，农民的需求与农机管理差距越来越大。

1.3农业管理的机制不够完善

有些地方农机队伍在近年来机构改革的浪潮中处于非

常混乱的状态中，其中的原因包括相关的农机人员不能很

好的适应农业新形式、新技术的发展要求，缺少危机意识，

观念落后等越来越多不稳定的因素。

2加强农机技术推广工作的对策

2.1加大农机推广投入力度

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机投入体系。在农机

购置补贴、农用燃油补贴等方面对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大

户给予更大支持。要努力争取各级农机购置补贴和项目资

金，增加农机总量，优化农机装备结构。要突出发展重点，统

筹发展规划，集中使用补贴资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

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优先向农机大户、种植大户和专业户

提供各种低息贷款；鼓励农机大户以及更多的农户购买先

进农机具，形成农民和集体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为补充、

政府资金为引导的多渠道、多元化的农机投入机制。同时，

各级推广部门要具备必要的办公场所、试验示范基地和为

民服务的手段，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机技术推广的需

要，逐步达到推广技术规范化、示范带动基地化、项目实施

程序化、推广手段现代化。

2.2建立并完善领导机制、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目标机

制

乡镇党委、政府也要把农机推广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成立农机推广领导机构，主要领导挂帅抓，分管领导具

体抓。在实际工作中要统筹安排，制定规划，保证经费。对在

农机推广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乡镇政府

和农机主管部门应给予重奖，并在生活待遇、干部提拔、职

称评聘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另一方面对农机推广方面的

先进典型，要及时给予精神鼓励和进一步提高创造条件，鼓

舞和教育广大农机推广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

县农机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业务的职能，制定和建立一套

分工明确、职责明确、务实高效的农机推广工作的管理机

制，健全有关法规制度，使农机推广工作在规范化、法制化、

科学化管理的导向下有效运行。

2.3推进基层农机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

机构改革是一门比较艰难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一定

要提高对农机技术推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落实国家

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真抓实干，从人财物上给予重视和支

持，推进基层农机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使基层乡镇尽

快设立专门的农机技术推广机构，归口县级主管部门管理。

中央和地方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该统一制定一套完整的、

又有可操作性的科研推广规划和推广目标，用于指导基层

工作。

2.4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高业务素质的农机化技术

推广队伍

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高业务素质的基层农机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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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机械化不但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农村先进生

产力的重要标志，发展农业机械化是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管理好农机工作就是农

业现代化实现和农民素质提高的关键环节。所以，加强农机管理是发挥农机作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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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队伍，是当前农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专业技

术人员合理配备，强化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培训和

知识更新。要加大基层农机培训力度，加强镇、村两级农机

科技队伍的培训工作，有计划的组织学习新型农机知识，熟

悉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结构、原理和性能，掌握试验、示范

操作、维修保养等技能，以便更好地教授农民、服务农民。加

强对农机监理人员的培训和队伍建设，提高执法素质和监

理水平，管理到位到边，在保证农业机械以良好状态投入作

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

应用和农机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农业机械化是实现我国农业化可持续发展、

快速有效发展的最佳途径，同时，农业管理工作应当要以当

前的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为中心并将三农工作作为紧紧围

绕的重点，提供农民需要的来自全方位服务，满足农民的基

本需求，让农业机械人员和农民得到实惠的同时为建设当

地政府满意、农民满意的管理机构，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发

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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