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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24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084号提案的答复

李森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促进农业设备产业发展”的提案已收悉，

现答复如下：

农机装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最关键、最根本的支撑，也是中

原农谷建设的必要保障。您提出的提案很有前瞻性和紧迫性，是

目前我市农业设备产业的重点任务和发展方向。近年来，我们围

绕培育农机装备产业链，全面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现状，多次邀

请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农机化协会领导和全省农机科研

领域权威专家，来我市调研指导、座谈交流，为我市培育农机装

备产业链建言献策、指明方向。我市重点围绕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产业链条、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

成效。目前全市农机制造企业 2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 2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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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业收入近 30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约 110家，为“中

原农谷”建设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初步形成了“一产业三园区”

的建设构想，即全面做大做强农机装备产业，在获嘉县建设收获

装备产业园，卫辉市建设畜牧装备产业园，辉县市建设智慧灌溉

装备产业园。

一、加强科技创新方面

落实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引导

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

争力，2024年规上农机制造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省创新平台体系，打造具有新

乡特色和农机行业属性的农机制造业工程技术中心、科研创新平

台 3-5个，建设农机装备产业链中试基地 1个。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落实新乡“牧野英才 2.0”三年行动计划，聚焦农机装备产业

链、农机装备制造领域人才需求，引进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三、完善产业链条，发挥产业聚集效应方面

1.充分发挥新乡市农机装备产业链协作联盟作用。有效整合

新乡市农机装备龙头企业、农业科研院校、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农机经销企业和种粮大户优质资源，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

品研发、现场演示、转化应用、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

实质性合作，构建农机装备产业创新合作交流平台，坚持以国家

产业政策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动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不断促进科研机构、企业、高等院校、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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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益互动，实现联盟成员乃至河南省农机装备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

2.强力打造新乡地方农机名片。全力打造区域农机名片，按

照“新乡市地方农机名片+企业品牌”模式，突出重点，全力打造

花溪科技、沃德机械、德昌机械、宇田、喜盈盈、龙飞、地隆、

伟凡、等新乡市农机品牌，唱响我市地方农机名片，引导农机装

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品牌保护使用，制定新乡市农机品

牌产品质量标准，强化品牌使用管理，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市

场主体使用农机公用名片，逐步实现新乡农机品牌“三统一”(统

一工艺、统一品质、统一宣传)，鼓励并支持企业以新乡地方农

机名片抱团参加国际国内重大农机活动；加强名片宣传推介，组

织重点企业举办高层次品牌推介活动，借力主流媒体、新媒体广

泛宣传，积极参与重大展览和农机活动，登陆央视、主销区省级

卫视等主流媒体，借力新媒体，冠名重大体育赛事，利用机场、

高铁、公汽和城市标志物及高速主干道等，全方位加强广告宣传，

通过专场推介、媒体宣传、农机展示、市场开拓等综合措施，提

高新乡市农机名片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3.推进农机装备制造提档升级。深度研究农机细分市场导向。

组织相关部门、行业、企业和科技人员等，分赴省内外农机产销

市场，深度调研剖析各类农机产销情况的新变化，加强顶层设计，

研究制定符合新乡市实际的产品结构调优对策，按照市场需求指

导加工提档升级；加快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

集群化、耦合化迈进步伐，引导央企、投资集团、风投公司等社

会资本与本地企业融资合资，积极推广“四方两园”模式，支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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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研院所、河南数智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农科院、农

机制造企业等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加快研制大型智能农机、智慧

节水灌溉等装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智慧化，初步形成“研发设计+零部件+整车+后市场”农

机装备产业链；加大适销对路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力度。大力支持

企业开发时尚、便捷、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满足高、中、低端不

同消费群体的需求，特别是鼓励支持农机装备企业面向大众消费、

购机户买得起、用得上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扩大产能规模和产品

市场占有率，补齐产品不对路的短板。

四、加强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方面

2024年围绕“中原农谷”建设谋划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支持获

嘉县建设年产值 5亿元以上、入驻企业 8家以上的中原农谷农机

装备制造专业园区，辉县市建设年产值 8-10亿元、入驻企业 8

家以上的中原智慧灌溉装备制造产业园，卫辉市建设年产值 12

亿元、入驻企业 130家的畜牧机械产业园。支持原阳县、延津县、

平原示范区等地结合实际打造县级农机装备专业园区，科学制定

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产业中心、会展中心、标准化厂房及综合配

套设施。支持新乡投资集团、新乡国资集团或重点企业牵头，对

市域内农机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整合，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退村（城）

入园，盘活土地、资金、设备和人才资源，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优

势产业。加大招商力度，聚焦农机装备产业链薄弱环节，按照“四

图谱六清单”开展“四个遍访”。依托花溪科技、河南沃德、和协

机械等链主企业，到湖南、山东、江苏、广西等地招商引资，承

接一批智能化制造产业转移项目。加强与中科院、河南农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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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技学院等高校院所合作，引育 1—3个高端创新人才团队。

鼓励企业参加国内外农机装备展会，提升我市农机装备产业影响

力。鼓励农机企业抓紧“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体系，通过对外投资出口、开展产业合作，推动新乡

本地农机装备走出国门。

五、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方面

1.以新技术为“动力源”。紧盯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增强技术创新持续供给能力，2024年农机企业

新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20项以上。以新装备为“超车道”，

帮助花溪科技的大型方捆机、龙飞机械的辣椒收获机和葫芦打瓜

籽粒收获机等新产品尽快通过新产品鉴定，纳入农机购置补贴产

品目录，加快占领高端农机装备市场。以新产品为“增长级”，利

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先补贴我市生产的新型农机产品。

2.实现绿色发展。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进农机报废

更新，加快淘汰老旧农机装备，指导农机报废更新企业抢抓政策

机遇上规模、成链条，2024年报废拆解老旧农机 600台以上。

加大保护性耕作、秸秆综合利用、精量播种、精准施药、高效施

肥、节水灌溉、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绿

色高效农机装备的推广力度，2024年争取实施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 1.3亿元以上。

3.强化政策引导。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支持符合条

件的盟会长企业、关键节点企业、产业园区等载体平台申报各类

资金、项目、荣誉、平台、基地。协调落实减税降费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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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企业负担，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结合农机装备产业链实

际，研究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

4.强化用地供给。对产业链实施的重大产业项目，优先安排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施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双提升”行动，鼓

励企业建设高标准多层厂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5.强化金融服务。围绕产业链部署资金链，增强现代金融对

农机装备产业链发展的服务能力，加大对重点企业的信贷投入。

支持发起设立农机装备产业链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

类项目。开展产业链重点企业梯度培育，提供定制化上市服务和

相关配套政策扶持。

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中原农谷”战略，围绕“一产业三园区”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造千万级乡村振兴富民

产业，为农业强市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2024年 7月 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2851073

联 系 人：李淑芳

邮政编码：453000

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