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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近年来，

省自然资源厅按照“审批质量不降低，
服务效能再提升”的总体思路，逐步优
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水平，积极构建

“三级联动、全程留痕、提速增效”的报
批审查服务新模式。

开设预检通道，为用地报件“把准
脉”。省自然资源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建立建设用地报批预检工
作机制，对因疫情不便收集用地报批材
料的市、县（区）开通预检服务通道，建
立重大项目用地全程服务新模式，提供

“绿色通道”服务,预先通过系统远程受
理审查，实现报件问题早发现、早完善，
减少补正率。预检通过后，在 2 个工作
日内完成报件正式审查，缩减正式报件
审查时间，切实提高审查质效。据介
绍，省自然资源厅保障了安福县竹制品
产业园、上饶广信区集镇农贸市场等一
批产业、公共设施、民生项目的顺利落
地，全力服务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西二
环及其连接线等项目建设用地的审查
工作。

健全审查系统，为报批审查“开良
方”。省自然资源厅坚持“以用促建”提
升工作效能，“以用促管”释放改革活
力。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报批审查的工
作方案》，强化纵横衔接，明晰审查职
责，优化审查规则。同时，健全优化建
设用地报批审查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
优化县市到厅内受理、分办、承办、审核
等环节管理，着力打造省市县一体化报
批审查流程。落实用地联审职能处室
职责，指导市、县做好用地报批组卷工
作。全面升级报批审查系统功能和安
全，有效推进阳光审批、规范审批、高效
审批。

完善规章制度，为审查工作“固根
本”。省自然资源厅结合全省报批审查
实际，建立用地报件专人联络、专项调
度、质量通报等制度，强化全过程服务
意识，为基层和企业提供全链条跟进指
导，统筹协调，推动解决建设用地报批
中出现的重点疑点堵点，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高质量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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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小桥流水、赏碧树金花、品农家味
道、尝‘夏家果园’、看岭‘夏’人家。夏家自
然村欢迎天南海北的朋友来这赏花吃果、
休闲度假，感受梅岭脚下的秀美乡村。”这
是安义县长埠镇长埠村夏家自然村发出的
真挚邀请。

日前，笔者闻讯走进夏家自然村，仿佛
进了一座公园：干净整治的村道旁是一栋
栋小洋楼，房前屋后都有院子，院子里种满
了成排的果树；一条小溪穿村而过，一座小
桥连着两岸，取名“跃龙门”。

一位村民感叹道：夏家自然村的乡村
环境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变，得益于长埠镇
近年来实施的“三清三拆”“拆危治乱”的有

力举措。近年来，该镇持续深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对夏家村先后拆除危
旧房屋 6 栋、猪圈牛栏 20 余处，改造房屋立
面 32 栋约 1 万平方米，铺设村庄主干道沥
青路约 1300 米，新建排水沟 500 米；并利用
拆除危旧房屋原材料，就地取材打造了麻
石阶梯，房屋后院还建起了“萌鸡小队”“汪
汪队”，让鸡、犬住上了小“别墅”。

村民丁承爱说起村里的变化滔滔不绝：
“以前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窗户
整年不敢开，现在窗户上一点灰都没有。”

“还有，你看我这院子，到处都种了果树，有
梨树、桃树、石榴树等近 10 种果树，不仅美
化环境，还可以补贴家用，真是两全其美。”

丁承爱高兴地说。据悉，夏家自然村除了大
量种植皇帝柑，还吸收了省市果业专家的建
议，种植了马家柚、金桔、枇杷等果树 770 余
棵。如今，夏家自然村正在重点打造一个

“夏家果园”，打响“长埠水果”品牌。
打 造 夏 家 果 园 ，做 好 果 树 管 理 是 基

础。村民们发现，夏家果园之前效益不好，
主因还是果树管护参差不齐。于是，镇村
两级干部共同努力，村里引进一家农旅企
业，通过“政府引导、村企合作、群众参与”
的联动模式，打造农家乐，成立果业理事
会，建立果业基金，邀请农技专家进行指
导，创立有“夏家”特色的果树管护法——

“工料”法。另外，长埠村通过村企签订购

销协议，明确村里负责管，企业负责销，实
现“村企合作，互利共赢”，走出了一条既解
决果树管护难题，又解决村民经营困难的
发展新路子，给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长埠镇将大力实施“两整治一
提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继续抓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强化村庄规划
设计，保持好岭“夏”特色，利用村西南侧的
生态菜地、儿童游玩场所以及大片空地，找
准定位、注重细节，高标准建设打造民宿、
垂钓、亲子乐园，发展乡村旅游，努力打造
一流的生态环境、一流的人居环境、一流的
社会治理环境，为安义拼争全省乡村振兴

“第一梯队”作贡献。

本报吉水讯 （陈晖 通讯员许春花） 日前，在吉水县
乌江镇炉下村的绿羽养鹅专业合作社里，村民李夫财戴着
口罩、手持竹竿，“全副武装”地给鹅喂食。李夫财自从加
入合作社养鹅以后，不仅甩掉了“穷帽子”，还成了镇里闻
名的致富能手。李夫财养鹅致富的故事是吉水县积极做
好鹅、鸭、鸽联合养殖文章，打响“吉禽三宝”品牌，以绿色
养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吉水县积极打响农业品牌，创出吉水农业特
色，全力创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大力推动绿色水稻、
井冈蜜柚、清水龙虾、“吉禽三宝”等特色产业，通过 7 个绿
色食品、1 个有机农产品认证。同时，该县还大力推广数字
农业，一批省市龙头企业、智慧农业工程快速发展，成功创
建白水井冈蜜柚、醪桥黄家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1
年，吉水县土地流转面积 33.69 万亩，流转率 57.23%；累计
投入各类涉农资金和金融保险资金 4.2 亿元，为现代农业
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吉水

绿色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兴国县 30 多名烤烟技术人员把技术培训微课堂

搬到田间地头、育苗大棚，通过面对面指导，使烟农朋友掌

握更多的增收致富技术本领。针对当前的不利天气影响，

指导育苗户做好移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重点做好苗行防

寒保温工作，为今年烟叶增产、烟农增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讯员 张春风摄

家家有果园 村庄变公园
——看安义如何打造岭“夏”精品村

李丽霞

本报贵溪讯 （殷琪惠 通讯员徐滨滨） 近年来，贵溪
市白田乡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村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以乡经济联合总社为龙头，通过“产教融合”基地带动
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产业留在了乡村，把收益分给
了农民，真正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为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缺少路径、没有方法、动力不
足的难题，白田乡创新思路，由乡经济联合总社牵头，协同
带动该乡 9 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走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发
展道路，实现基地、农户、村集体多方共赢，去年实现种植、
养殖收入突破 150 万元。与此同时，该乡为充分发挥主题
基地特点，大力开发了以休闲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和以红色
教育、足球训练为特色的“产教融合”研学基地，形成了产
业、教育、文旅“三位一体”的综合业态。

该乡“产教融合”基地整合农村闲置土地、红色旅游和足
球教育等要素资源，把村组的零星建设用地指标发展民宿，
村集体和村民通过流转林地经营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
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截至目前，该基地先后承接了 100
余个班级的研学活动、10 期青少年冬夏令营、20 余次团建活
动、12 场正规足球比赛，全年观光游玩、研学实践、体育比赛
的人数超过5000人次，研学旅游收入超过260万元。

产业融合发展促农民增收
贵溪

农技专家到田间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民挑上“金
扁担”，一头担着“粮袋子”，一头担着“钱袋子”。

“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要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要
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

2 月 26 日至 28 日，主题为“农业机械化助力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 2022 第二届中部（江西）农业
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在江西农机大市场开展。展览会共
吸引省内外 100 余家农机产商参展，超过 1.5 万人次现场
观展、60 万人次线上观展。

作为农业大省的江西，拥有广阔的农机市场，如何扬
优成势、打造农机大省？带着思考，记者深入展览会现
场，与种植大户、农机生产企业、农机服务商及业内专家
交流，感受到了来自一线的热情与期盼。

农机应用更加广泛——
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催生农机广阔市

场空间

“有油菜田开沟、起垄的农机么？”展览会现场，井冈
山市柏露乡蕉陂村种植大户肖文杰一边考察农机新产
品，一边兴奋地对记者说，他种了 700 多亩田，主要种植水
稻和油菜，已投入 200 多万元购置了多台农用汽车、旋耕
机、无人机等农机装备。“这次来展会想再购置两台插秧
机和烘干机、碾米机等。”

肖文杰说，以前没有农机装备，就连肩扛稻米都要
“打拐杖”，如今高标准农田建好了，农机应用就更广泛
了。“我的目标是种植更多优质稻，借助当地品牌，再对稻
米精深加工，原来一斤湿稻米 0.95 元，加工后可提升到
1.4 元左右。”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
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
撑。

农机广泛应用，是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让农民真正尝
到了甜头。为推动农机普及率的提升，我省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农业主体购买欲望被激发出来。

“我们合作社服务范围已达到 10 万多亩，现在只有
10 多台农业机械，今年还想采购一批大型农业机械设备，
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万载县良溪农业种养合作社的社
员黄新海说，现在补贴的政策越来越好，办理也很方便，
合作社拟定了今年的农机采购计划。

在全国率先采取“App 申请、二维码识别、物联网轨迹
关联”的“三合一”方式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实现了补贴办

理“一次不跑”或“最多跑一次”；率先探索通过中央财政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支持农户购机贷款贴息，撬动了银行
资金参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十三五”期间，我省
共实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30.78 亿元、补贴机具 34.32 万台

（套）、受益农户 29.97万户。到 2021年底，全省农业机械总
动力2694万千瓦，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率达82.8%。

农机广泛应用，催生更多农机市场空间。据介绍，本
次 展 览 会 共 签 约 成 交 各 类 农 机 器 具 及 配 件 近 5000 台

（套），总金额约 2.7 亿元。
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了解到，目前农机普及率提

高了，但农机应用的精细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创新瓶颈亟须突破——
改变省内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散、小、

弱”面貌

展览会上，国内知名品牌农机专区，一家来自广东的
农机制造企业展区颇为特别——这家名为广联弘科的企
业，并不是独立参展，而是与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一起布展。展台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果蔬种植户。

“广联弘科是我们研究所的下属企业，我们实行的是
农机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企业参展方负责人蔡秀琼介
绍说，此前企业主要生产水稻收割机，近两年根据市场和
国家政策变化，研发和生产转向了山地丘陵机械、果园和
茶园耕种机械。

如何做大做强江西农机制造业？在江西省产品牌农
机专区，记者作了一番探寻。

“我们产品针对农机耕作时容易出现下陷的问题，
加快科研创新，其中一个型号收割机，累计销售已经达到
2000 台。”成立于 2014 年的江西良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把产品研发和生产瞄准解决农机在江西及南方水田耕作
的适应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公司技术总监董献
华说，公司与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农科院及江西农业机
械研究所等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取得了 20 多项科技
成果。“现在公司的产品不仅销往江西周边地区，并有部
分产品出口越南、缅甸、印度等国。”

“相对而言，江西农机装备生产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
主要集中在南昌、鹰潭、新余、赣州、抚州等地。”江西省农
业农机协会会长吴罗发介绍说，当前江西农机装备制造企
业呈现“散”“小”和研发能力弱等特点，且大多集中在种植
领域，涉及茶园、果蔬的专业农机设备相对较少。

据统计，全省现有农机生产企业 72 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 27 家，全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年实现主营业收

入 35 亿元，占全国农机装备比重不到 2%。
目前，我省正在着手实施农机装备产业振兴行动，以

“江西智能农机研究院”“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江西研
发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围绕适宜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
发展需要，进行技术攻关。支持南昌县（小蓝经开区）、余
江区、信丰县、渝水区等地依托本地产业优势，建立农机
装备产业园。开展农机装备产业招商，成功引进中国一
拖、中联农机、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在我省落户，推动
中科院院属中科微至与信丰县签订投资协议……

抢抓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
加快推进农机装备制造业实现“换道

超车”

当前，低碳农业、智慧农业方兴未艾，农业机械智能
化、农机装备升级正成为农机装备主攻方向。

展览会上，除了农业机械，现代信息服务公司也成为
许多种植大户青睐的领域。南昌县蒋巷大田农社启动了
全省首个万亩智慧农场，创设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装备智能化、过程数字化、管理信息化、决策智慧化”一体
化发展的新模式。企业参展方负责人介绍说，智慧农业
体现在农机装备的智能运行，以及农田自动监测分析，收
集土壤、温度、湿度、光照等农业数据。

《江西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明确提
出，加快种植业、畜牧兽医、渔业渔政、种业、农机数字化
建设，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深化北斗系统在农
业生产中的应用，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融合。

江西农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王满介绍
说，2016 年，江西智慧农业建设 PPP 项目正式批复立项，
农信通作为项目主要社会资本方参与整体建设、运维工
作。项目总投资 2.18 亿元，开创了全国“互联网+”农业领
域 PPP 项目的先河。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西农机在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丘陵山区经济作物机械化，以及设施农业、规模
养殖场、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等领域还存在短板。对此，
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分析认为，当前，正是利用信
息化、智能化技术推动农机产品转型、升级换代的最佳时
机。江西要抓住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物联网为代表的信
息化、智能化机遇，加快推进农机装备制造业“换道超
车”，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江西将建成 2 至 3 个具有规模
优势、产业链相对完整的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我省加
快迈向农机大省。

2 月 26 日，

2022 第 二 届 中

部（江 西）农 业

机 械 及 零 部 件

展 览 会 开 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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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农机大省
江西如何扬优成势

——来自第二届中部（江西）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的观察与思考
本报记者 李冬明 李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