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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机收率分别达到 94%、

98%、79%，主粮作物收获已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收减

损是降低农业生产环节损耗浪费、增加粮食产量的重

要措施。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减少田间地头收获

损耗。如果三大主粮作物机收损失率平均降低 1 个百

分点，每年全国就可挽回 120 亿斤左右的粮食损失，推

进机收减损意义重大。

2021 年以来，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广泛组织开展了

机收减损大培训、大宣传、大比武活动。“夏收、夏插、

夏种”“三夏”期间小麦机收减损约 25 亿斤，平均损

失率控制在 2% 以内 ；“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双抢”

期间早稻机收减损近 5 亿斤，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3%       

以内。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

“一个品种一个品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季节一

个季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抓紧粮食生产的工作部

署，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意识，将机收减损作为

粮食生产机械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常抓不懈。要坚持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收

获机械、机手操作保持良好技术状态这两个关键要素，

紧盯主粮作物和“三夏”“双抢”“三秋”等重要农时，落

实落细农机管理服务措施，不断强化宣传动员、机手

培训、技术指导、装备升级、质量管理、政策引导及服

务保障，全方位提升粮食收获质量，进一步降低机收

损失。

常抓不懈推进粮食作物机收减损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广泛宣传动员

抓好机收减损工作，必须在全社会全行业牢固树

立“减损就是增产”意识。广泛动员地方政府部门和基

层农业农村干部及时实现粮食机收工作重心转移，从

只关注抢收到既关注效率更关注质量，从宣传引导、

责任落实、监督检查等工作措施入手，尽可能消除主

观认识不足和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常态化组织开展粮

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以赛促训、以赛提技，激

发广大机手比学赶超节粮减损技能的荣誉感使命感，

推动机收作业精细高效、提质减损。广泛开展机收减

损大宣传活动，营造广大农机手、全社会关注支持机

收减损的浓厚氛围。

强化机手培训

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精神

直接决定了收获作业质量。要加强水稻、小麦、玉米

机收作业质量标准的宣传贯彻，分区域分作物修订完

善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意见，引导农户和机手因

地制宜选择收获时机、合适机具和机收方式，千方百

计避免增加损失。利用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组织开

展专业农机手培训行动，有针对性强化骨干机手的节

粮减损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统筹利用农机职业院校、

骨干农机企业以及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农

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专业化力量，形成培训合力，

提高培训质量。督促农机产销企业加强对购机农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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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机的培训，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带头做好机手

培训工作，特别要强化新机手田间操作实训，切实提

高规范作业能力。进一步加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

员考试环节管理，规范田间（模拟）驾驶技能考试程序、

严格考试标准。组织各级农机推广骨干和农机化生产

一线“土专家”，开展机械保养维修、减损技能、安全生

产等技术巡回指导，降低收获损失。

提高装备质量

良好的收获机械装备质量和性能是减少机收损失

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

鼓励农民购置先进适用、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的收获

机械，引导生产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提档升级。全面

推进农机报废更新，加快淘汰老旧收获机械，促进智

能绿色高效收获机械应用。强化农机试验鉴定监管和

联合收割机质量调查，严格把关，把不合格、不耐用、

不适用的产品挡在政策支持范围之外，倒逼企业提升

质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探索稳定支持农业机械化

基础理论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创新机制，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攻克薄弱环节技术，将损

失监测、智能化技术融入收获机械产品提档升级中，

进一步优化割台、脱粒、分离、清选能力，切实提升机

收减损性能。

提升应急收获能力

突发气象灾害等异常作

业条件下，应急机收装备供给

及服务组织能力跟不上，将

显著加大收获成本和收获损

失。要加强农机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增加应急抢收装备

和应急服务供给，探索建立

应急作业服务队，补齐应急

救灾能力短板。密切关注大

规模机收期间气候变化，及

时研判会商灾害天气对机收

进展的影响。针对可能发生

的强降雨、大风导致农田积水、作物因灾倒伏、机具供

给局部紧张等紧急情况，制定农机化防灾救灾应急预

案，根据灾情迅速协调周边地区和农机产销企业，增

加适用机具支援抢收。提早摸清烘干机械保有和农机

社会化服务能力分布情况，协调就近匹配烘干用机需

求，保障已收粮食安全入仓，减少霉变等产后损失。针

对“小散偏”地块机械化收获难题，各地要全面梳理，

推动把农田建设“宜机化”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努力解

决地理因素形成的“小散偏”，推动广泛开展农业生产

托管等经营模式创新，努力解决因分散经营所形成的

“小散偏”，精细化调度机具对接需求，确保“小散偏”

地块及时获得机收服务。

开展精细指导服务

掌握机收减损详实情况是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的

前提。各地要通过摸底调查，召开专家和农机服务组

织、农机手座谈会，研究粮食作物机收损失情况及原

因。组织农机推广、鉴定等单位以及第三方机构开展

机收地块随机实测抽测等工作，摸清辖域内机收损失

真实情况。要在“三夏”“双抢”“三秋”重要农时期间，

加强对地方机收减损工作指导服务，确保各项减损措

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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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宁陵县张弓镇姜庄村小麦丰产田里，机收手驾车来回收割。闫占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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