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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丘陵烟区发展烟草机械化的意义 , 分析了丘陵烟区烟草生产农机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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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标

志[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构筑现代农业[ 2] 。长期以

来,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三农”工作。近几年来, 国家把解决

“三农”问题提升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高度, 相继出台一

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和法规, 烟草行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 投资200 亿元 ,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这有力推动了烟叶生产农机化的发

展, 为烟叶生产农机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3] 。

烟草机械化的发展能够解放生产力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促进烟草生产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大部分烟区分布在丘

陵山区, 丘陵烟区如何抓住机遇, 寻找丘陵烟区农机化发展

新模式, 不断提高丘陵地区烟叶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加快农

机化发展步伐, 促进丘陵山区烟农增收节支, 成为当前研究

丘陵烟区农机化发展的重要课题。笔者就丘陵烟区农业机

械化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进行研究 , 以期为加快

丘陵烟区烟草生产机械化进程提供参考。

1  丘陵烟区发展烟草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农业机械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 农民是我国的最大群体, 只有

发展农村生产力, 实现农业机械化, 才能把农民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的解救出来, 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才成为可能, 农村

生产才能得到发展, 循环农业才能加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 , 农机是主导, 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根本出路。

在丘陵烟区, 发展和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 , 可以减少烟

田用工, 降低烟叶生产强度、降低种烟成本, 提高烟叶生产效

率, 增加烟农收入 , 促进连片种植和农场化种植, 可从根本上

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劳动力成本增加、目前烟叶生产者

多为老弱妇幼等问题, 同时也进一步提高烟农素质, 稳定烟

叶生产队伍 , 加快现代烟草农业发展, 促进烟叶生产的可持

续性发展和农村稳定和谐。发展丘陵烟区农业机械化是改

变丘陵山区传统耕作方式的根本途径[ 4] 。因此, 积极推进丘

陵烟区烟叶生产机械化作业进程, 提高机械化水平, 对烟草

行业健康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丘陵地区烟草生产农机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机械化作业是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内容和现代烟草农业

的基本特征, 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烟农或机械能手从小生产者

转化为现代烟草农业产业链中的非农产业工人。目前 , 烟用

机械整体推广率不高 , 丘陵山地烟用机械化水平更低。丘陵

地区农机化发展一直是农机化工作的重点难点所在。长期

以来, 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丘陵山区农机化投入资金甚少 , 山

区农机化基础薄弱, 远远不能满足烟叶生产和农民生活以及

农村经济发展需求。

2 .1 对农机化的认识不足 一方面 , 从烟农自身素质考虑 ,

自觉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受传统观念制

约, 大部分烟农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不愿去费

心费力学习新技术。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对丘陵山区农业机

械化的地位和作用也认识不足。一些有头脑的农民想在烟

草农业机械方面发展, 但苦于没有资金 , 缺乏政府的扶持引

导, 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2 .2 经济落后,烟农单户购买力低, 政府投入不足  丘陵烟

区经济欠发达, 农民收入水平低, 一些烟用机械价格较高 ,

维修成本也很高, 发展农机化投资大、回收期长, 烟农单户

购买力低, 烟农一次性购买难度大。同时, 由于财政经费紧

张和对农机化的认识不足, 政府对农机投入十分有限。投入

不足和推广经费缺乏已成为制约农机推广的“瓶颈”。

2 .3  家庭联产承包制影响规模化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致使户均耕地少, 制约了烟叶生产的农

机化发展。这些“巴掌田”难以满足“田块方格化、道路网络

化、灌溉自流化”的基本要求, 由此出现农机下不了田的现

象。由于作业条件的限制, 农业机械的通过性差、作业效率

低、经济效益不高 , 致使农机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难以发挥。

2 .4  缺乏适合丘陵烟区的专用机械  由于适合丘陵烟区的

机械市场需求小, 导致研发滞后 , 技术水平低 , 研发停留在重

复改造上 , 生产出的机械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目前市场上

的烟用机械种类还不齐全, 尤其是缺乏丘陵地区的小型农机

具和“功能集成, 一机多能”的联合作业机械。

2 .5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服务功能脆弱  由于

资金、技术、体制、政策措施的不配套等因素, 农机推广、普及

工作未充分发挥“技术先行, 科技创新”的作用。烟草生产往

往被认为是烟草部门的事情, 故烟草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工作

常被认为应靠烟草一家部门来完成, 但烟草部门不是专业的

农机推广部门, 缺乏这方面的推广实践 , 致使农机社会化服

务功能脆弱。

2 .6 农机结构不合理, 配套服务较差  一方面基础服务设

备陈旧, 老化失修, 设备超期运行, 效益衰减。另一方面 , 农

机产品品种少, 农业机械配套农具少, 功能单一, 多功能全

程配套系统的配套服务较差, 部分烟用机械的功能不强, 服

务范围窄, 作业率不高, 生产效率、综合效益差, 抑制了丘陵

山区农机发展。

2 .7  配套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农业机械化对农田作业

条件有一定要求, 但丘陵烟区大多为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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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连片烟田缺乏硬化的机耕道, 致使机械

很难进入耕地作业。这也影响了农田耕作的机械化进程。

2 .8 烟叶生产标准化程度不高  由于丘陵烟区经济较落

后, 烟农文化素质较低, 致使当地烟叶生产水平相对落后, 传

统种植方式和现代种植方式并存, 烟叶生产标准化程度不

高。但大多烟用机械对烟苗和烟株的整齐度等标准化生产

技术要求较高, 故丘陵烟区烟用机械很难推广 , 即便是少数

烟农购进了烟用机械, 也会由于当地烟叶生产标准化程度不

高而影响机械的效果。

3  对策

3 .1 转变观念, 深化改革  农机部门应树立起发展市场经

济所需的商品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致上以及“大

开放, 促大发展”等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可从以下4 个方

面着手 : ①充分认识到丘陵山区发展烟草生产机械化对增加

烟农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改变丘陵山区贫穷落后面貌、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②加大烟草农机化工作的宣传, 着力营造良好的农

机化发展环境; ③不断深化行业改革, 大胆引入激励竞争机

制, 全面推进岗位责任制、聘用制 , 竞争上岗, 优化组合, 优胜

劣汰, 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机制、经营

机制; ④在服务烟草机械化生产的过程中, 积极与烟草生产

部门合作, 充分体现自身优势和行业价值。

3 .2  加快农机化投入主体多元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农机投

入机制, 建立由国家、地方政府、烟草部门、烟农和其他社会

力量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投资扶持机制。国家资金作启动示

范、导向保证, 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为补充, 同时争取国家信

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要放

开视野, 通过创收搞活, 增强自我积累、自我投入、“反哺”农

机、“反哺”农业的经济实力; 国家采取调动农民增收积极性

的措施, 使农民从自身积累中投入资金进行再生产, 以股份

制形式, 合资购买补充农业机具, 并依托农业机械为农民致

富奔小康服务。

3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和改善机械化作业条件  近

年来, 烟草行业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方针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 按照“打牢烟田

基础设施建设基础, 实现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

工、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国家烟草专卖局投入2 亿元专项资

金, 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 , 改善生产条件。其中将机耕道建

设纳入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范围, 对连片烟田的机耕

道进行补贴, 推进机械化作业 , 创造和改善机械化作业条件。

3 .4 健全农机服务体系, 规范运作模式  ①巩固壮大现有

农机服务组织。通过深化内部改革, 加强农机部门与烟草部

门的合作, 进一步放开搞活, 使服务组织真正面向市场抓服

务、拓经营、搞开发、促管理, 促发展。②不断创新服务模式。

从农业机械化现状出发 , 健全农机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机制 ,

鼓励发展农机合作社、作业服务公司、机具租赁公司及各种

农机专业协会等新型农机服务组织。③注重培养种烟专业

大户, 农机服务“龙头”企业, 带动千万农机户进入市场。对

植烟面积较大, 生产水平较高的植烟乡镇, 选取懂技术、会管

理、能经营、市场意识强的种烟大户或农机企业, 在农机具的

购置中, 给予一定的补助并积极争取其他资金 , 在政策上实

行导向性倾斜, 在技术上实行个性化服务, 在物资上实行差

异化扶持, 加强技能培训, 帮助其提高市场经营能力和专业

化生产能力, 引导多元化经营。保证烟农具有较好的比较收

益以及农机服务企业有较好的运行效益, 通过农机专业大户

和农机服务“龙头”企业进行示范, 并带动机械化的推广与发

展。④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根据各地实际, 积极探索专

业户、专业队等运作模式。要逐渐实现社会化服务、市场化

运作。加强烟用机械产权与安全责任管理。通过资本运营

培育和发展农机维修、销售、供油、作业等专业服务市场 , 推

进农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专业化。

3 .5  加大农机科教兴烟工作力度 机械化作业是现代烟草

农业的本质特征, 要加快烟用机械研发 , 完善机械化作业运

作模式, 推进烟草农业的农机化进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①针对目前烟叶生产中起垄、采收、编烟等用工多环节

的机械化作业的机械研发。采取大胆引进与开发研制相结

合, 加强行业内外技术合作, 鼓励自主创新, 研制功能集成、

一机多用的适用机械。建立全国性的烟用机械试验网 , 加快

研发推广进程。加速科技创新, 力争在科研、推广方面取得

新突破, 提高农机对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②加

强对基层烟站干部、推广人员及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实用技术

培训。提高农机人员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 加强农技服务

职能, 加快农机化发展。③切实搞好农机先行县、先行乡镇、

农机示范基地及示范户建设。树立典型, 建设样板, 充分发

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农机化快速发展。

3 .6 创新模式,促进烟叶生产经营规模化 实践证明, 农业

生产经营规模化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机化和农

业现代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规模化

种植是现代烟草农业的基本特征。推进规模化种植要坚持

市场取向的布局优化, 转变生产组织方式, 要以高效的土地

流转机制为保障。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优化烟田布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进一步优化烟田布局, 将烟叶种植向重

点烟区、优质烟区、潜力烟区集中 , 扩大连片种植规模。②创

新生产组织方式。以培育适度规模农户为基础, 积极发展科

技示范户和专业种植户, 依托村民自治组织和烟叶专业合作

组织, 积极发展专业村和专业乡镇, 探索完善与集约化经营

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③完善基本烟田土地经营权流转

机制。坚持家庭联产承包为主,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 ,

因地制宜, 通过租赁经营、地块互换和返租倒包等方式实现

土地流转。积极争取国土资源整治、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 加

大基本烟田整治力度, 实现连片种植。依托各级政府、专业

合作组织、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职能 , 加快土地经

营权的流转速度与效率。规范合同管理 , 避免发生土地纠

纷。④鼓励土地流转补贴。制定补贴政策, 发挥政策引导作

用。优先对适度规模种植农户和连片轮作烟田进行补贴, 让

租地种烟的烟农得到实惠。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对土地流

转的补贴政策。

3 .7  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机化 丘陵地域地形复杂[ 5] , 致使

农田大多以梯田的形式存在 , 烟田耕层薄、坡度大 , 烟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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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租税之入, 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 皆为私奉养, 不领于天

子之经费”[ 2] 。这种量入而出, 不与民争利的措施, 在当时确

实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恢复的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战争没有

结束, 十分需要军粮, 刘邦曾下令实行的“十五税一”, 只在皇

帝直辖的地区实施了, 而在其他地区无法兑现 , 仍是照秦朝

的税率“循而未改”, 照老规矩收秦半之赋。直到汉惠帝即

位, 大局已定, 才全面推行十五税一的政策[ 4] 。为了尽快增

加人口, 惠帝六年还发布了“女子年十五以上致三十不嫁, 五

算”的法令。

汉文帝即位后, 继续推行汉高祖“与民休息”的政策。由

于国家储备不足, 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 开籍田 , 亲自耕

种田地以劝百姓务农, 安居乐业。之后, 汉文帝又采纳了晁

错“募天下入粟县官, 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 1] 的提议, 这一财

政政策的实施, 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情况下, 使京城、边疆军

中的粮食充足, 天下安宁, 百姓富足。因此, 汉文帝十二年又

将租税减了50 % , 实行三十税一; 汉文帝十三年又下令免除

了农民的田租。

汉文帝的仁政实行了12 年, 到汉景帝元年免租政策被

收回, 开始重新征收田租 , 实行三十税一。该政策后来成为

西汉的常规政策。汉初统治者采取的这些措施, 使百姓能够

安心农业生产, 重建家园 ,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 使人民

安居乐业。

3  提倡节约,约法省禁

汉元年10 月, 刘邦在霸上时 , 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

死, 伤人及盗抵罪 , 余悉除去秦法”[ 2] , 简化法律规定, 减少禁

令; 二年正月大赦罪人; 五年元月又大赦天下。在建国之初 ,

面对国家困难的局面,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以渡过难关, 刘邦

提出估量官吏的俸禄, 计算官府的费用 , 再向百姓征收赋税 ,

而贵族封邑的赋税, 作为个人生活费用 , 不上缴国库[ 2] 。汉

高祖的这些做法, 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从民所欲, 不与民争

利, 从而安定了民心。

汉惠帝和吕后统治时期 , 继续贯彻汉高祖“与民休息”的

政策, 废除了挟书令、三族罪、妖言令和“民有罪, 得买爵三十

级以免死罪”等法规。国家由此安定下来, 社会开始向好的

方向转化。司马迁评价这一时期是 “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 ,

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 衣食滋殖”[ 2] 。

汉文帝即位以后, 采取“以安抚, 怀柔为主”的政策 , 废除

家族连坐的法令, 停止肉刑[ 2] 。汉文帝还特别提倡节俭 , 在

他统治的23 年间,“宫室苑�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

绨,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帷帐无文绣, 以示敦朴, 为天下先。

治霸陵 , 皆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1] 。

汉景帝在位16 年, 曾5 次大赦天下 , 多次减轻法令 , 亲

自耕种田地, 皇后亲自种桑养蚕, 不饰“雕文刻镂, 锦绣纂组”

号召全天下的百姓勤俭节约, 力劝农民耕田种桑[ 1] 。由于统

治者带头实行节俭 , 又减少了法令规定, 使“百姓无内外之

徭, 得歇肩于田亩”[ 2] , 出现了天下殷富的繁荣景象。

总之, 汉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秦末战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

破坏, 治疗战争创伤, 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经济恢复和

发展的措施。通过招抚流亡、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和约法省

禁等政策的实施, 使汉初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

展, 而农业的发展也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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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布局给机械化作业造成一定困难 , 当前缺乏适合丘陵

烟区的专用机械。要想实现丘陵烟区的农机化 , 可从2 个

方面着手。一方面 , 农用机械生产加工企业要集中组织力

量, 针对丘陵烟区的耕地特性因地制宜地研制、推广适合丘

陵山区作业的新机具、新品种 ; 另一方面 , 政府部门应选择

有基础的乡、村进行重点示范, 同时给予资金和技术双重支

持, 以提高农业机械装备和机械化水平。

3 .8  农机与农艺紧密结合 , 多方积极配合 烟叶生产机械

化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要求各部门互相配合。烟

草部门要牵好头 , 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农机与农艺也需

要进一步紧密配合。政府、农机、农业、烟草、税收、科技等

部门更要紧密合作 , 认真宣传贯彻中央、国家烟草专卖局和

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三农”的政策 , 把丘陵烟区农业机

械化纳入党委、政府和烟草部门的议事日程, 积极争取政

府、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农机优惠政策 , 加强对烟区农机

工作的领导、协调和引导, 切实推进烟叶生产机械化。

4  结语

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农机化科技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

求。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植深于大农业的大环境之中,

植深于整个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方向、重点之中 , 去考虑、分

析、制定农机化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6] 。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优质、特色、安全、高效的烟草农

业发展, 烟叶生产对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和新设施产生了

巨大需求, 也为农机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按照市场配

置资源的要求 , 烟草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 打破行业界线,

不断提高丘陵烟区农机化科技水平 , 大面积推广农机化新

技术 , 促进烟草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机械

化、标准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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