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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滨海新区农机深松作业现状
新区深松作业坚持由作业能力强、规模大的农机合作社主

导。这主要得益于新区现有农机合作社的整体水平较高、设备较
好。我区现有市级及以上农机合作社 6 家，其中：市级示范合作
社 5 家、市级合作社 1 家，2 家农机合作社被评为全国农机合作
社示范社；先后 4 名合作社理事长被评为全国 20 佳农机合作社理
事长。合作社拥有各类机械 1000 余台套，固定资产总额近 5000
万元，承包、托管土地 3 万余亩，作业服务面积 150 余万亩，年
收入近 3000 万元。依据有关标准选取了天津市世纪田园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天津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天津合兴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天津益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和天津聚源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 5 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作业服务。要求其作业质量符合
农业行业标准《深松机作业质量》（NY/T2845-2015），结合我区
实际，深松深度不低于 28cm，相邻两深松行间距不得大于 56cm。

二、滨海新区农机深松作业推广思考
（一）意义
滨海新区传统耕种过程多使用中小型机械，其耕作深度通常

为 12 ～ 15cm，耕作平均深度较浅，抬高了犁地层厚度，导致作
物根系缺乏生长空间，减弱了土壤保持水分能力，难以吸收土壤
养分的问题，降低了作物抗旱、抗风及抗病能力，对于粮食产量
有所影响。深松技术则能够让土壤所积蓄的雨水渗透至 0～150cm
土层之中，保证播种过程中的土地湿度，增加土壤表皮粗糙度，
提高作物抗灾防灾能力。

（二）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农机深松整地工作顺利、有序地

开展，滨海新区成立了新区深松整地工作领导小组。提前谋划、
精准部署、明确职责、综合协调，遵循严肃认真、公正公开的原
作将各项工作做实做细，积极协调解决农民、合作社、等多方在
全流程中所反映的各项问题，保证任务落实到位、目标完成到
位、监督管理到位、服务协调到位。区农委、区农机中心精心策
划，通过组成工作小组深入至街镇展开摸底调查，对深松机具型
号、保有量、性能及农户认可度全面调查，并根据情况，完善
《滨海新区农机深松整地作业项目实施方案》，以确保对作业面
积分配更合理，补助金额发放更及时。

2．强化宣传推广。为了保证农机深松整地工作顺利推进，
提高作业任务完成质量，需加强对技术与补贴政策的宣传。一是
提高政府重视程度，充分认识到深松作业对改善新区耕地土壤质
量，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意义，将作业补助政策做实做细；
二是加强部门间协调，明确职责部门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共同负责的工作局面。三是通过多样化方法宣传，利用广播、报
纸、网络、电视等方式宣传，借助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契
机，推动推广人员走入科技示范户家，对深松整地技术进行宣传
推广并掌握农民需求，真正让农民了解推广农机深松整地与补贴
技术的重要性。另外，农机有关工作人员也应当实时跟踪测试传
统耕作模式与农机深松作业地块作物生长情况及土壤指标，获取
准确、真实的监测数据加以分析总结；四是树立榜样，发挥辐射
带动效用，以农机合作社为依托，在作业示范区、样板区开展农
机深松整地现场会，请农机厂家现场演示机具操作方法，发挥推
广、示范及带动作用，以加强农民认知度，将技术真正融入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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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滨海新区已连续多年实施深松整地和激光平地。作业主要分布在滨海新区南部片区。目前，农

机深松整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已逐成扩展之势。深松后虚实并存的土壤结构，有助于交换土壤气体，分解矿物质和活化微生物，改善土壤肥力，且深松

整。地还可将病害植株收拾掉，破坏害虫生存环境，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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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耕作中。
3．保证作业质量。为保证作业进度与质量，提高深松整地

作业机具标准，保证其达到深松整地作业要求，加强项目实施情
况检查督导。除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进行日常监督监测
外，我们还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坚持不定时深入作业一线，利用
标尺、工兵铲、平板电脑等测量工具对作业质量、面积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完善。电子远程监测设备的使用，减少
了在农机应用监测方面所需的物力、人力，不仅可降低人工监测
漏洞，避免套补行为产生，还能做到补贴公正公开，提高监管工
作效能。

4．积极开展培训。在宣传推广过程中，滨海新区需要加强
培训，以此提高机手操作机具的能力，熟练掌握深松作业技术，
将其作业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提高深松机械与动力机械匹
配度，灵活操作机械，以变解决作业中可能产生的故障。在此过
程中，鼓励农机人员借助技术指导加强作业服务，提高其应用深
松技术的能力；完善考评机制，通过惩劣奖优的方式，提高人员
工作积极性，组建专业技术人员团队，加强对农机应用于维修的
重视度，有效保养作业机具，不仅可将农机应用年限延长，还能
推动深耕技术机械化的推广。

5．实现应用管理。根据农业部、市农委、区农委三级文件
要求，以此为依据层层落实责任，做好作业补助工作。哪一环节
薄弱、抓好哪一环节，哪一环节松散、抓实哪一环节。做到作
业“双百”达标，一是作业机具必须 100%安装智能监控终端设
备，纳入监控系统管理并保证正常使用。二是作业面积必须 100%
监控系统中有轨迹，便于及时跟踪作业进度，比对远程信息检测
与实际数据。禁止对发现的违规作业行为不通报、不制止；禁止
靠面子、靠人情不合理分配补贴面积。在深松作业过程中，安排
人员随时抽查暗访深松作业质量，对于重复作业面积和与质量要
求不符的作业面积一律将补贴资格取消。

三、结束语
总之，农机深松整地技术推广属于农业耕作重大变革，转变

了传统农耕方式。但推广新技术无法一蹴而就，需通过长期引导
宣传，加强国家与政府政策扶持与资金补助，不断加强宣传农机
深松整地技术力度，整合项目资源，引导农民更好接受新技术，
以保证基层地区农机深松整地技术实现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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