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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3

月 1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获

悉，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循环路网，

分散易堵路段高峰期车流，打造城市

区域微循环体系，同时缓解部分小区

周边的停车压力，我市增设市政府及

丽州广场西侧道路、市政府南门道路2

条单行线。

据悉，我市城区目前共有单行线

17条。其中，白云小学、教师进修学校

南向北路段 15:00-17:00 时间段单

向通行（节假日除外），解放小学北向

南路段 7:00-9:00、15:00-17:00 时

间段单向通行。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提醒广大驾驶

员，单行线出入口均设有标识，驶入

前应注意观察标识牌，以免被抓拍处

罚。

我市城区新增2条单行线
单行线总数增至17条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胡莹璐）

3 月 6 日至 8 日，首届中国（永康）国际

农林装备博览会将在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均有序推进，

目前已进入布展阶段。3 月 3 日，国际

会展中心里，工人正紧锣密鼓地搭建

广告牌、布置展位，各地参展商也带着

展品陆续进场。

中国（永康）国际农林装备博览

会是我省首个农林装备的专业性展

会。我市通过搭建高质量农业展示

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农林装备企业深

入交流合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将博览会打造成国际知名、国

内顶尖的丘陵山区农林装备展示交

易盛会。

据悉，本次博览会展出面积达6万

平方米，共设有农业机械综合馆、粮油

作物及智能制造馆、浙江馆、林草机械

装备馆、果蔬茶菌及林草机械装备馆5

个展馆以及科研成果展示、室外演示2

个展区。

“ 经 过 中 国 农 业 机 械 科 学 研 究

院、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林业机

械协会、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努力，

招展工作已于 2 月中旬全面完成。”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博

览会共设置展位 266 个，吸引报名参

展企业共 316 家，其中 87 家为永康本

地企业。

除开幕式、展览活动外，本次博

览会还将举办农机装备创新发展高

端论坛、中国丘陵山区农机产业发

展大会、全国林草机械装备发展大

会、第二届长三角设施农业装备创

新发展峰会暨省农业机械学会设施

农业装备与流通分会 2022 年会、浙

江 省 农 机 经 销 商 大 会 五 大 辅 助 活

动。

喜迎农林装备博览会X

我市积极筹备首届中国（永康）国际农林装备博览会

266个展位已进入布展阶段
首日申报374家
门博会展位申报迎来

“开门红”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张曼欣 通

讯员 蔡娅君） 3 月 1 日 8 时，第 13 届中

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展位网上申

报正式启动，线上申报系统的数据不断

刷新，新增申报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截

至当日下午 17 时，共申报企业 374 家，

标准展位 385 个，申报光地面积 20978

平 方 米 ，其 中 外 地 企 业 214 家 ，占 比

57.2%。

门博会展位申报首日迎来“开门

红”，释放出门企参展热情高涨、门业市

场暖意渐浓的积极信号。作为门业行

业的风向标，已经走过12载的门博会知

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扩大，辐射力和影响

力与日俱增，为众多门企搭建了一个展

示自身实力和品牌形象的大舞台，对促

进门业行业交流发展、合作共赢具有重

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门博会展位实

行网上申报，尽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操

作，但仍有不少本土门企前来现场咨询

报名。不少参展商表示，相信今年展会

访客量一定会有明显增长，门博会效应

将持续显现。

随着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农

村劳动力短缺现象突出，“谁来种地，怎

样种地”成为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紧迫

问题。破题的关键，就是农业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

志，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经过 60 多年的

发展，我市农机产业已初步形成产品有

基础、产业有配套、创新有能力、推广有

政策的良好发展态势，第九大支柱产业

雏形已现，成为锻造现代农林业钢铁脊

梁的有力支撑。

百工之乡托起产业底座
1961年，我市第一家农机制造企业

永康拖拉机厂成立。经过 60 多年的发

展，我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农机生产基

地，现有农机生产企业 1650 多家，其中

规上企业 133 家，亿元以上龙头企业 28

家，从业人员 2 万余名，2022 年实现产

值 160 亿元，出口额超 6.16 亿美元。其

中，小型拖拉机、柴油机等出口量连续

15 年居全国第一，小型通用汽油机等近

5年居全国同类产品销量第一。

发展农机产业，“百工之乡”永康有

着天然的优势。从走四方的五金工匠，

到迅猛发展的五金产业集群，这片土地

上熊熊燃烧的五金之火，催生了农林机

械现代化产业的燎原之势。

依托庞大的五金产业，我市农机

生产的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等技

术已然十分成熟，形成了从研发设计

到生产制造、从零部件到整机、从生产

要素购置到产品销售的农机装备产业

链。

目前，我市已初步形成以四方集

团、星月集团等企业为代表的水稻耕种

收全程机械化产业；以中坚科技、三锋

集团等企业为代表的动力园林机械产

业；以挺能胜机械、威力科技、顶诚工贸

等企业为代表的小型农业机械产业；以

德菲洛公司、斯塔克动力、茂金园林机

械等企业为代表的农林生产工具和装

备产业。据统计，国家分类标准的15个

大类农机装备和 4 个大类林业装备中，

永康产品涉及12个大类，具有90%以上

配套产品的生产能力。

同时，四方集团、星月集团、斯塔克

动力、威力科技等 13 家企业 17 个品类

产品列入省级农机购置补贴目录。其

中，四方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手扶拖拉机

生产企业，“四方”商标为中国驰名商

标，星月集团的高速插秧机销量排名全

国第二、国产同类产品第一。

强链补链提升产业能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农业

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

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

科技的翅膀。

为了推动农机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市依托现有的现

代农业装备高新区和建设中的国家林

草装备科技创新园，大力实施农机产业

强链补链工程，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农机

产业集群。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59 家，拥有省级农机技术（研

发）中心 8 个，全省 4 个省级重点农机企

业研究院中，永康独占3个。

2022 年 4 月，省强林研究院正式挂

牌成立，落实研发经费 1000 万元。除

此之外，近年来，长三角五金研究院完

成工业设计研究院、林草智能装备研究

院的组建，工业设计研究院成功入选第

二批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培育对象名

单，为全国 11 家单位之一；挂牌成立现

代农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与浙江大

学、省农科院、国科长三角、远算科技签

订合作共建协议；成功举办中俄国际五

金产业创新论坛，与俄罗斯工程院签订

农机国际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协议；组织

80 余家重点科技企业对接高校院所的

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与武汉东湖学

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建立人才合作

培养机制，汇聚农机类科研人员超 500

人，累计研发生产机具 20 多台(套)，破

解技术难题 30 余项，获得专利授权 40

余项；引进 3 家国家级学会设立创新驿

站、建立 6 家省级学会企业创新驿站

⋯⋯一个个项目的落地，激起更加澎湃

的农机装备研发创新动力。近几年，新

产品研发为农机企业新增销售收入近

4 亿元。

随着国家林草装备科创园、国家农

机装备智造园、浙江省现代农机装备技

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的推进，我市持

续将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

向农机装备制造业集聚，奋力打造农业

机械化高质高效全面发展的“中国农机

之都、世界农机名城”。

政策引领描绘产业蓝图
农机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十大

重点突破领域之一，国家将在投资、重

大技术专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

给予重大支持，这为我市农业立市、大

力发展农机产业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永康市“十四五”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规划》提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产

业，探索创新经济开发区、总部中心体

制机制，构建“2+2+N”平台体系，扩面

提升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

等2个省级产业园区。

近来年，我市立足于市情、农情，坚

持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双强”行动，深化

农业“机器换人”，助力农业农村现代

化，制定《关于深化机械强农行动推进

农业“机器换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

案》，加速推进农机化向全面高质高效

转型升级。

对符合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导向的

先进适用农机具，我市对省级有补贴

的累加补贴、没有补贴的追加补贴。

同时，我市多次承办全省水稻生产机

械化演示活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现

场会等农机演示、比武活动，通过各种

渠道大力推动农机产业与农业产业融

合，大力推进“中国农机永康造、永康

制造全球用”。

与此同时，我市出台《关于支持农

机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四

方集团做大做强的实施意见》，以及人

才引进、科技创新和“首台首套”研制

奖励等相关政策，激励农机企业做大

做强。目前，全市拥有农机总动力 24

万千瓦，全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 92.45%、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 83.58%，成为全国第二批率先基本

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

以“抓主体，促规模，强效益”为原

则，我市通过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机服务公司等服务组织，全

面提升农机装备保障水平、作业应用

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打造服务品

牌。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开展“互联

网+”精准作业服务，实现农机作业数

字化、精细化管理，农机跨区作业智能

调度，为农户提供育秧、机耕、机插、植

保、机收、机烘、农机维修保养、数字农

机场景运用等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全市现有省级以上农机专业合作社 5

家、农机服务中心 5 家、育秧烘干中心

26 个，烘干机 141 台，批次烘干能力

1800 吨。

接下来，我市将抢抓农机发展的重

要机遇，通过整体规划，统筹资金、人

才、土地、准入规划等政策，进一步整合

全产业链系统资源，全面提升产业质量

效益、竞争力、影响力；重点部署实施

“以创新和服务为牵引，以产业质量提

升为核心，以区域示范为辅助”的三大

任务，加大先进适用机具的研发力度，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中国农机

之都、世界农机名城”；不断提升中高端

型农机和适合丘陵山区的小型农机装

备供给水平，打造新一轮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示范产业集群，成为丘陵山区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先行区。

融媒记者 何悦

农林智汇未来梦 钢铁脊梁强支撑
——永康农机产业发展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