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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3_c80_302198.htm 农业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交通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做好农机跨区作业工作的意

见 农机发［2007］1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改委、公安

、交通、农机厅(局)，中国石油天集团公司各企事业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各省区市石油分公司： 1997年以

来，各级发展改革、价格、公安、交通、石油、石化和农业

等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加强治理，强化服务，共同组织开展

跨区机收小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收割机的保有量

由1997年的14.1万台增加到2006年的56.7万台，小麦机收水平

由1997年的54.8%增加到2006年的78.3%，基本实现了小麦生产

机械化，带动了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十五”以来，全

国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数量累计达到110多万台，完成

作业面积6.5万千公顷，增加作业收入和减少农民支出累计达

到800多亿元，大幅提升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了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以

小麦跨区机收为代表的农机跨区作业，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

迎，得到了党中心、国务院的充分肯定。2007年中心1号文件

要求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粮食生产机械化进程，因地

制宜地拓展农业机械化的作业和服务领域，在重点农时季节

组织开展跨区域的机耕、机播、机收作业服务，对农机跨区

作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心1号文件精神，



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农机跨区作业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化熟悉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

务，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广大农民

在生产实践中探索出了以农机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机社会化

服务模式。通过农机跨区作业，提高农业机械的利用率，把

分散的农业机械与分散的农户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机械化生

产与家庭承包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农业机械的共同利

用，有效地配置农机资源，解决了千家万户小规模经营实现

机械化的难题，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促进粮食丰产

丰收和发展现代农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证实，以

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为我国找到了符合国情的

农业机械化实现途径，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

化发展道路。推进农机跨区作业，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农机

跨区作业涉及面广，部门联动是重要保证。各地要深化对农

机跨区作业重要意义的熟悉，增强做好农机跨区作业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密切部门配合，强化工作力度，部

署好、组织好、服务好农机跨区作业，推动农机跨区作业由

夏季向春秋两季扩展，由小麦向水稻、玉米等作物延伸，由

机收向机耕、机插、机播等领域拓展，为发展现代农业、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做出贡献

。 二、完善治理 坚持免费发放跨区作业证。进行跨区作业的

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的车辆，凭跨

区作业证免交车辆通行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可在除高速

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跨区作业证由农业部统一印制并编

号，省农机、交通部门加盖公章，县级农机治理部门免费发



放，一机一证，登记事项真实，一年内有效。申领跨区作业

证的农业机械应具备合法有效的号牌、行驶证、年度检验合

格标志（插秧机等凭拓印的“机器号”领取），技术状态完

好。积极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农机协会和农机大户等农

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组织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插秧

机等农业机械组队进行跨区作业，提高农机跨区作业的组织

化程度。加强对中介组织和中介人的治理，严格从业资质，

强化教育监督，提高从业水平，打击只收费不服务、多收费

少服务的行为。做好部门间沟通协调，密切注重作业期间天

气变化和作业市场供求状况，加强机具调度，强化作业市场

的宏观引导与调控，推动机具合理有序流动。 三、优化服务 

各地要切实做好服务工作，不断推动农机跨区作业健康发展

。一是开展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中国农机化信息网“跨区作

业服务直通车”的作用，搭建供需交流平台。继续开展手机

短信息服务，免费为机手提供有关的天气、供求、价格、交

通等信息，促进农业机械有序流动，提高机手效益。重要农

时季节期间，各地农机治理部门要公布24小时值班电话，随

时为机手和农户提供咨询并解决问题。二是组织好检修服务

。各地在作业前要组织农机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农机手对机械

进行检修和保养，对农机手和操作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农业

机械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生产。三是做好接待服务。主要

作业季节，基层农机、交通、石油、石化等有关部门要协调

配合，建立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做好机手接待、机具

调度、作业安排、维修、供油以及后勤服务等工作，及时向

机手发放当地跨区作业工作资料，介绍作业价格、作业常识

、维修供油服务网点、政策法规等相关资讯。四是开展技术



服务。要加强农机维修和零配件供给网点的监管，组织做好

农机维修、零配件供给等工作。农机治理部门、农机销售企

业、生产厂家要适时抽调技术、工作人员，开展技术巡回指

导、售后和“三包”服务，构筑技术服务保障线，保障农机

跨区作业的顺利进行。五是做好作业信息统计。及时统计作

业进度和了解工作动态，供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把握农机跨

区作业动态，快速有效的指导农机跨区作业工作。 四、保证

供给 要充分熟悉保证农业用油供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切

实做好农机作业期间的成品油供给工作。各地农机、发展改

革部门和石油、石化销售企业要加强沟通协作，把握农业用

油的需求特点，结合市场供需形势及经营计划安排，及时组

织成品油资源，增加重要农时季节和用油集中地区的资源投

放，保证农忙季节农机用油。要建立成品油快速调度和沟通

机制，充分发挥石油、石化集团成品油供给主渠道的作用，

积极主动开展支农、惠农、便农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要出台

农忙时节农机加油优惠政策，支持农机跨区作业的发展。各

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价格监督检查，加强对农用燃油市场

的监管力度，打击超出国家规定价格水平销售成品油，囤积

居奇、哄抬成品油价格，以及短缺数量、抬级抬价、变相涨

价等违法行为，维护农业用油市场稳定和价格秩序。 五、保

障安全 农机跨区作业期间是农机事故的多发期。农机、公安

等部门要制定应急预案，提高预防、控制农机跨区作业突发

性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各级农机治理部门要加强农机驾驶

员和辅助作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驾驶操

作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对农机跨区作业的安全生

产督察，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公安交通治理部门要对农机



跨区作业期间的重点地区、重点路段加强治理，维护道路交

通秩序，及时处理农机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交通部门要加

强公路养护巡查，保证路况良好、畅通。各地公安、农机部

门对辖区内发生的作业纠纷、事故，接到报告后，要按照各

自职责，及时赶赴现场协调处理。 六、加强领导 国家发改委

、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全国跨区机收小麦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要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各司其职，加强对

全国农机跨区作业的组织、实施和治理等工作。各级发展改

革、价格、公安、交通、农机、石油、石化等部门要从促进

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出发，加强对农机

跨区作业工作的领导。要紧紧围绕重要农时、重点作物和要

害生产环节，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努力

做好组织、协调、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要在当地政府的领

导下，制止随意上路拦机、截机行为，依法打击敲诈、抢劫

机手等行为，维护好农机跨区作业市场秩序，协调解决好农

机跨区作业中出现的问题，推进农机跨区作业组织治理工作

上一个新的台阶。对跨区作业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要及时总

结，做好宣传表彰工作。 农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

部 交通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 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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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