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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中国农村的改革大潮，安徽省农机化事业出现了深刻的变革。
大江上下，淮河两岸，“农机热”此起彼伏，农机化的发展成为安徽农村十年改革巨大成就的重要标
志之一，推动着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再上新台
阶的重要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曾做出了科技兴农的重大决策。
从我国当前的农业实际情况出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是抓农业生物技术措施，二是抓农业工程技
术措施。
农业机械化是第二项措施发挥最佳效益的手段之一。
因此，抓科技兴农必须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安徽在农村改革的前十年，农机化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制定有关政策，力图从政策上保护农民发展机械
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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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牛耕江淮：安徽农机30年》全方位、广角度、多侧面地记录了农村改革30年来安徽农机化发
展的历程，热情讴歌了农机化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关注了农民在发展农机化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研究了农机化发展的趋势，揭示了农机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广大农机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
的工作方法和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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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子超，安徽省农机管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安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安徽省农机协会会长
。
自1977年调入省农机管理局后，一直致力于农机化改革与发展中的政策研究，精心总结农机化发展中
的经验教训，热情讴歌农机化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先后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改革中的安徽农机化》和《农机监理探讨》，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
了《希望之路》等书，真实地记载了安徽30年农机化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留下了生动的工作档案和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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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三十年，我与农机化发展改革同行安徽农机化的形势、问题及对策稳步发展的农机化事业怀远、
凤台两县的农村集市出现旧农机产品交易市场农机柴油供不应求，农民对此呼声强烈农业机械化的希
望和前景两部业务扯皮，农民吃苦头安徽省农用柴油管理混乱，农民买油难安徽当前农机发展的主要
趋向农民搞运输难勇于创新的人凤阳的“农机热”为什么凉了?农民经营农机困难何其多专业户对农机
发展的呼声党的政策好农业机械立功劳凤阳的“农机热”又起来了实行“双包”责任制后农机经营方
式的新趋势安徽农机经营形式的探讨全国农业机械化问题讨论会观点简述农机经营的趋势是“小而专
”、“专而联怎样对待农民开办的农机供应点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为什么衰落?对怀远县农机化的
发展中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探索符合省情的农机化道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服务壮大自己
农机商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农机化体制改革与提高经济效益安徽农村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感于农
机化试点民办农机化出现新情况新转机凤阳县农机化发展的特点与趋势割晒机成了抢手货不可遏制的
热流加强对民办农机化的导向安徽农机化综合试点工作调查江淮大地崛起百万农机服务大军加强村级
农机服务组织建设“铁牛”，抗洪救灾中的机械化部队关于拖拉机委托管理问题振奋精神，团结协作
，创造监理工作的良好环境监理是“拐杖依法管机，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生产从实际出发，不断把农机
监理工作向深层次推进民工潮中的新军敬业希望之路崭新的就业道路论依法管机农机化的新实践日本
农机化考察报告“机械麦客”经纪人调查农业机械：白色革命的主力军美国农业和农业机械化考察报
告和县发展水稻机械化的启示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向农机化高峰攀登安徽稻麦联合收割机缘何发展这
么快与市场接轨，把致富的钥匙交给农民让农民参与管理农机服务产业化的雏形来自农机供销大户的
启迪机耕路：亟待路路通拖拉机变型运输机的发展与管理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购机补贴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收益高、环境好农民瞄准高性能农机具正确处理好购机补贴中的三个关系同路同行同心安徽发展
农机化战略研究怎样写调查报告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有益探索笔底波澜调研来磕磕碰碰监理路《改
革中的安徽农机化》序《改革中的安徽农机化》自序《农机监理探讨》自序《希望之路》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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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其后的几年，激烈的竞争使水利施工、土方工程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严德敏重新回味起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2000年，严店乡农机站召开旋耕作业推广现场会。
严德敏去了。
他跟着机子走，边看、边问、边琢磨。
现场会结束时，他闷着头走了。
第二天，他跑到上海，一下子买回4台上海50拖拉机，且每台都配上旋耕机，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由于技术好、作业质量高，价格合理，联系作业的农民络绎不绝，赚了个盆溢钵满。
接着，在县农机局的指导下，购买了全县首台洋马联合收割机。
2002年3月，当我去调查时，他已拥有6台大中拖、2台旋耕机、2台中型联合收割机和配套机具，农机
资产60多万元，成为安徽首席农机大户。
　　调查归来，我反复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何为农机大户？
如何才能成长为农机大户？
农机服务能成为一个产业吗？
　　于是，我写了篇调查报告，回答了上面三个问题。
农机大户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农机；二是以机械为手段开
展社会化服务；三是农机服务收入占家庭总收人60％以上。
这个界定在当时虽然不够具体和准确，但划定了农机大户与种粮大户的界限，被许多人和许多部门接
受。
要成为农机大户必须具备和学会三种素质：懂技术、会经营、有“市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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