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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9C_E6_9C_BA_E5_c25_248762.htm 今年以来，全市农机

系统坚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

神，积极应对《道路交通法》生效实施后的农机新形势，通

过加强队伍建设、狠抓业务工作、积极服务于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推进了农机化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一、上半年主要

工作成效 上半年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狠抓机

关作风整顿，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按照市委整顿机关干部

作风的统一部署，我局在上半年深入开展了机关整风活动，

有效地解决了干部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市委巡视

组的充分肯定。一是抓学习，争创“学习型”机关。年初，

局党组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决定，在全局开展创建“

学习型机关”活动，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共组织了一场专题

学习报告会(请市委讲师团成员、XX职业技术学院何利强教

授来局授课)、开展了两次业务知识专题讲座、举行多次记笔

记、答理论问卷、撰写论文的考核评奖活动。二是开门整风

，加强整改。在六月份先后召开两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

一次是以党支部为单位，召开支部民主生活会，要求全体干

部职工参加，并在会上对自查自纠，上交书面剖析材料，要

求大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查摆问题；另一次是

局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在 6月15日、16日两天，副处级以上

干部集中封闭学习，就对嘉禾事件进行反思，并有针对性地

围绕进一步发挥班子整体功能和班子成员如何作好表率等问

题进行了认真探讨，学习了上级有关文件。通过两次民主生



活会后，我局就查摆出机关作风问题，在6月18日召开了局机

关作风整顿领导小组会，对机关作风整改作出了具体安排，

再次论证了各种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通过采取上

述有效措施，目前我局机关作风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如以

前最常见的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在实行考勤制度加上领导值班

督查后已经很少出现，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主动性增强了，

学习劲头足了，上自由班、串岗、闲聊的少了，赌博现象基

本消失了，全局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好气象，干部队伍整体素

质提高不少，战斗力显著增强。 (二)切实抓好农机科技工作 

一是进步强化项目意识，抓农机化科技项目的立项申报。我

局在23月份期间先后向省局申报了3个农机科研项目和6个农

机推广项目，向市直有关部门也申报了一批项目。目前我局

正在加强与有关部门联系，争取项目早日落实，从而获得项

目经费支持。此外，我们还抓住中央1号文件出台后，国家对

农机化扶持力度加大的契机，积极争取农机购机补贴政策。

通过大量的前期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半年有望在苏仙区、安仁县各落实60台大中型农机具的购

机补贴，从而扶持两地优势农机化项目的快速发展。 二是加

强农机化科技宣传，因地制宜做好农机推广工作。4月9日，

我局参加了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在宜章县岩泉镇举行的全市

“五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市局与宜章县农机局一道，当场

发放农机专项打假资料、《农机安全报》、《湖南农机》杂

志、耕整机使用等技术资料6000余份，展示了5台农用车及多

种农机具，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5月份，我局又积极参加

了全市“科技活动周”活动，制作内容丰富的农机展板7块，

印刷宣传资料，三种4500份，虽然此次活动因雨而未开展现



场咨询与展示活动，但随即在6月26日由市科协组织的在苏仙

区五里牌镇举行的送科技文化下乡活动中全部派上用场，时

逢闹墟，围观群众多达上千人。各县市区也因地制宜纷纷开

展农机推广活动。如永兴县在县委经济会议期间，在县人民

会堂前搞现场农机展示会，引起了参会代表的浓厚兴趣。桂

阳县根据该县是烤烟生产大县的特点，把农机具推广的重点

放在烤烟生产机具上，如旋耕机、烟田起垄机等，今年全县

就有16个乡镇先后引进旋耕机37台，起垄机3台。这些新机具

的引进与使用，有效提高了烤烟生产工效，为该县烤烟生产

实现机械化开了一个好头。资兴市为普及农机科技知识，专

门抽出5名技术骨干，开办了农机技术免费培训流动学校，免

费开展各类农机具使用、保养维修技术培训，这一举措，引

起了强烈社会反响，极受农民欢迎。流动学校先后在三都、

高码、东江等乡镇巡回办培训班10期，培训人员650多人次，

免费发放实用农机书籍和辅导资料1800余份，使一大批农机

手有了一定的技术能力。 三是农机科研又有新的进展。前几

年我市农机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了成绩，研制出耕整机、打

稻机，开发出机烘烤房技术、破胸催芽技术等。今年我市继

续抓微型稻麦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的调试改进和杂交稻种干

燥机的研制，取得了明显进展。值得一提的是，苏仙区农机

局紧跟市场走出了一条农机科研、推广、生产、经营一体化

的路子，使农机科研有了依托，生机勃勃。目前上述两个科

研项目正是在该局大力扶植下的市农夫机电有限公司中进行

的，市局也专门派出了两名高工帮助厂方搞科研。从进展情

况看，初年第二台微型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样机研制出来后

，在本地、外地进行过多次田间试验，经过了几次技术改进



，已使样机最初存在的稻谷垂直提升率低、容易导致堵塞等

问题迎刃而解。目前，该机多项技术指标已完全达标，收割

效率可达到2-3亩／小时，在泥脚≤25cm的水田里行走自如，

操作方便。在前几次的送科技下乡活动中我们展示了这台新

机具，每次围观群众都很多，成为农民关注的最大热点。只

待在双抢中完成耐久性试验，该机即可上市。稻种干燥机的

研制也已完成样机试制，进入样机调试阶段，目前样机可保

证进出料正常，而火力、热风控制则仍需改进。 (三)进一步

推进农机培训走向社会化 为迎接省农机局关于县级农机校培

训资格的审查，全市各县级农机校一方面加大硬件建设投入

，使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培训

质量保障机制，省局统编教材得到全面普及，办班申报、凭

培训结业证办证率均达到了100%。更为可喜的是，从各县市

区农机校的认证资格汇总情况看，除宜章县尚在进行中外，

其它10个县市区农机校都已完成了事业单位登记，已有7所农

机校建立独立的银行账号，基本达到了农机校必须成为独立

法人的要求。各校办学形势继续趋好。资兴市机电成人中专(

原农机校)今年再创佳绩，新生入学89人，职业培训教育实现

新的突破，上半年共培训农机驾驶员65人，农民工650少，为

扩大农民就业门路作出了贡献。 (四)积极开展农机社会化服

务，确保春耕生产顺利完成。 是工作早部署，春耕准备工作

十分充分。早在2月中旬，市局就下发了《关于抓好农机春耕

生产工作的通知》，各县市区局积极响应，大都成立了农机

春耕备耕领导小组，有些地方分工更为明确，如资兴市，在

领导小组下又分设了农机物资准备组、农机产品打假组、农

机具抢修组、农机具拥有量调查组和宣传报道组。此外，各



地均制定了农机春耕工作方案，召开了动员大会，真正做到

了思想早准备、工作耳布置、措施耳落实，形成了全市农机

部门齐动员，全力以赴保春耕的工作态势。 二是整顿行业，

打假护农。为保护农民利益，保障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3

月11日市局联合农业局、畜牧局等六个部门制订了《XX市农

资打假护农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郴政办函[2004]37号)下

发到各县市区，在“3.15”期间开展了以检查农机推广许可证

为主的农机，产品打假活动。各县市区农机局成立了以局长

为组长的专项整顿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对农机生产厂家、经

营销售点、维修点进行了拉网式检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

农机推广许可证检查期间，全市共印发宣传资料3万余份，张

贴标语4000多幅，挂宣传横幅60余条。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

，力求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级农机部门联合工商、技监

等有关部门开展农机打假活动20多次，出动人员500多人次，

检查经营、维修网点500多个，查处假冒伪劣农机产品980件

，涉案金额达10余万元。 三是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开展农机

服务。春耕期间，各县(市、区)农机局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帮

助农民检修农机具、开展机耕服务，共计帮助检修农机具8万

台套，保障春耕投入农机具11万余台套，实现机耕面积130万

亩，机械浇灌地50万亩，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资兴市农机

局继去年首创了全省闻名的“农机抗旱110”后，今年又将其

应用到农机春耕服务上，他们向农民公布了春耕服务热线电

话，配备专车，自带工具、零配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服务，

整个春耕期间农机春耕110接到求助电话68个，出动服务车70

余台次，免费为农民检修农机具580多台(套)，提供技术咨询

服务830多人次，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作“农机医生”。 (五)



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上半年，我市各级农机部门狠抓农

机安全生产，在宣传教育、规范管理、从严整治上下功夫，

安全生产形势较上年同期明显好转。1-6月，全市共发生农机

事故23起，死亡9人，重伤20人，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2％

、10％、40％。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关键在于我们采取了以

下工作措施。 一是狠抓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年初，我局根

据上级指示精神并结合我市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下达了

《关于2004年度XX市农机安全监理目标管理任务》。在全

市2004年农机工作会议上，各县(市、区)农机局、监理站分别

与市农机局、监理所签订了“农机安全生产责任状”。各县(

市、区)与乡、镇农机站、农机站与机手层层签定了“安全生

产责任状”，使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到每个管理人员和机

手手中，形成了人人都重视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全市11个

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机安全生产，将农机安全

生产工作作为重要的内容列入安全生产考核范围，并由县(市

、区)政府与乡、镇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苏仙区政府与乡

、镇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状”，明确了责任和任务，并

责成乡(镇)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家长签订责任状，严禁学生

搭乘农用机动车上学、回家。 二是狠抓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基础工程。今年全市各

级农机监理机关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农机法

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教育，着力提高农机所有者和使用者的

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通过抓装春运安全土产”和“全国安

全生产活动月”的契机，我们加大了宣传工作力度，广度和

深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六月份安全活动月中，我

市认真开展了农机安全知识咨询日和送安全知识下乡活动。



做到了活动期间电视有图像，广播有声音，路上有横幅，墙

头有标语。在6月13日安全知识咨询日这天全市共设咨询点35

个，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5万余人次，出

动宣传车22台，张贴宣传标语1000余条。桂阳县农机局在开

展送安全知识下乡活动中，出动3台宣传车，印发5000份宣传

资料、展览图片到各乡、镇巡回宣传、散发，还深入到各农

村中、小学给学生上农机，安全知识课，讲解农机安全生产

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不但

使师生们受到了次很好的教育，而且大大激发了他们遵法、

守法的热情和自觉性。 三是狠抓农机违章作业的集中整治。

针对我市农用机动车辆违章载客、黑车非驾等违章比较严重

的情况，年初，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制定

下发了《XX市二OO四年度集中整治农机严重交通违章行动

实施方案》，对工作目标、治理对象、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

都作了精心布置和周密安排，各级农机部门协同公安交警部

门，加强路面监控，加大整治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

少了事故隐患。据统计，全市农机管理部门今年上半年共出

动6300余人次，检查机车2万余台次，纠正各类违章6000多台

次，查处无牌行驶车辆2500台，无证驾驶1400余人。永兴县

农机局在这次集中专项整治活动中，行动快、力度大、全方

位，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横到边、纵到底，基本扫除了“安

全死角”。据统计，全县共纠正各类违章1200台次，其中查

处无牌行驶500余台，无证驾驶400余人，有效地遏制了农机

事故发生，全县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四是狠抓监理

队伍自身建设。农机监理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机部门

的社会形象和执法水平，为全面提高农机监理人员素质，我



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素质：一是狠抓监理人员自身

学习。今年，全市上下结合开展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

活动，加强自身业务技能的学习和提高，全面、系统地学习

、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二是加强基础设施

和装备建设。全市以创建“四优”站所为契机，多方筹集资

金，在市所新增一套农用机动车辆检测设备的同时，永兴县

、北湖区、苏仙区、宜章县、嘉禾县、桂阳县添置了监理专

用车，全市除汝城县外都添置了电脑设备。三是开展“严格

执法、树农机监理队伍形象”活动，大力倡导“文明监理、

优质服务”。今年市所对全市所有监理人员提出了“五必须

”，即：着装必须整齐、行为必须规范、语言必须文明、态

度必须热情、执法必须公正。得到了广大驾驶员和干部群众

的好评。 五是狠抓监理工作质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购买力增强，农用机动车辆不断增多，给农机安全监理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全市各级农机监理机关把狠抓

工作质量作为严格履行职责的重要环节来抓，强化内部管理

，坚持“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制度，严格把好机车入户

关、机手培训关、驾驶员考试考核关、年度检审关，并对后

驱动农用机车全部实行上线检测，强化农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保险和车上人员保险工作，促使农机监理工作质量明显上

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