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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进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 

与推广工作的意见 

 

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城乡建委

（建设局）、粮食局、农机局（办）： 

粮食干燥是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做好粮食干燥工作事关

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大局，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进一步加快推进粮食干燥

机械设备研发与推广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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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减少粮食

损失，提高粮食品质，增强农业综合效益，保障粮食安全为目

标，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以小麦、玉米两大主要粮食作物为

对象，以推进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与推广为着力点，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促进粮食干燥机械化，切实增强粮食生产综合保

障能力。  

2.基本原则。坚持市场主导、行政推动，发挥市场在粮食

干燥机械设备研发与推广方面的基础和主导作用，加强政府扶

持和政策引导；坚持科技创新、机艺融合，注重粮食干燥机械

设备研发，建立良种良法相配套、农机农艺相融合的工作机制

和技术路线；坚持降低成本、节能高效，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减少闲置，提高效率，降低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的投资和使用成

本，提高粮食生产与经营效益；坚持示范带动、全面推进，创

建粮食干燥机械化示范基地，加大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力度，

促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提升。 

3.主要目标。到 2017 年底，全省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生产企

业达到 15 家以上，建立粮食干燥机械化示范基地 130 个，粮食

干燥机械设备保有量达到 3000 台套，年实现粮食机械化干燥

400 万吨，解决部分粮食规模化种植主体的粮食干燥问题。到

2020 年底，粮食干燥机械设备保有量翻一番，每个粮食种植县

（市、区）建立粮食干燥机械化示范基地 3-4 个，基本解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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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种植主体的粮食干燥问题。 

二、加大干燥机械设备研发力度 

4.加强粮食干燥技术攻关。从我省粮食干燥实际需要出发，

整合产学研、管推用等各方面社会资源，坚持分散干燥与集中

干燥相结合、固定干燥与移动干燥相结合，选准路径，完善机

制，注重吸收借鉴，强化技术攻关，尽快研发一批性能可靠、

节能环保、经济适用的粮食干燥通用机型。 

5.合理选择粮食干燥能源。根据不同区域能源条件、不同

粮食干燥方式，科学合理确定煤、电、油、秸秆、太阳能等能

源，尽可能利用现有的自然光风、秸秆资源，减少干燥成本投

入，促进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确保可持续发展。 

6.优先支持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结合现有专项资金，

对研发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给予重点支持；

设立农机类科技贷款项目，对致力于研发生产粮食干燥机械设

备的农机企业给予优先扶持，解决农机生产企业科技创新资金

短缺问题；对我省研发的粮食干燥机械设备，在农机鉴定上提

供便利，在农机推广、补贴上给予优先，努力培植我省粮食干

燥机械设备生产龙头企业，打造山东干燥机械设备名牌产品，

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三、开展干燥机械设备示范推广 

7.实施粮食干燥创新示范工程。加大对粮食干燥机械设备

示范与推广的支持力度。根据不同地区粮食种植情况和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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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采用召开现场会和观摩会等方式，搞好干燥机械设备的选

型和示范，推广适合我省粮食干燥需求的装备设施，满足低温

优质干燥、常规食用干燥和抗灾抢烘多样化需求。 

8.建立粮食干燥示范区。在每个粮食种植大县（市、区）

建立粮食干燥机械化示范区或基地，在每个粮食种植大乡（镇）

建立若干区域性粮食干燥机械化服务中心，强化宣传引导，大

力推广先进适用的粮食干燥机械化技术，努力提高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水平，为全省提供一批可看、可学、可复制的典型和

样板。 

9.强化粮食干燥技术培训。把粮食干燥机械化技术的推广

与培训纳入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等项目，制订培训规划，

落实培训内容和人员。通过与农机生产企业加强合作，对粮食

干燥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使用人员开展免费培训，全面提高

粮食干燥机械化技术操作和使用水平。 

四、提高干燥机械设备购置和作业补贴 

10.加大粮食干燥机械设备购置补贴力度。把粮食干燥机械

设备作为农机购置补贴重点，给予优先补贴，做到有购就补、

应补尽补，加大补贴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利用地方财政

资金对干燥机械设备实行累加补贴，解决农民“买不起”的问

题。在补贴主要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的同时，把附属机械设备也

纳入补贴目录，拓展粮食干燥设备购置补贴范围。 



 5

11.探索实施粮食干燥机械化作业补贴。在鲁西、鲁南、鲁

北等主要粮食种植区，结合渤海粮仓、千亿斤粮食高产创建和

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等项目，实行粮食干燥机械化作业补贴。

用于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

农业项目资金，在符合现行规定前提下，优先用于粮食干燥作

业环节，引领带动粮食干燥工作。 

五、提高现有干燥设备利用率 

12.将社会各界拥有的粮食、果蔬产品等各类干燥机械设备

登记造册，并制定应急预案，在粮食收获季节遭遇连阴雨天气

时，立即启动预案，充分发挥社会干燥机械设备资源的战略储

备作用。拥有干燥机械设备的企业、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要

主动开展对外服务，提高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 

六、保障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生产和推广所需用地 

13.各市县要积极支持粮食干燥设备研发、生产和推广工

作，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项目用地，优先安排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依法、依规提供项目建设所需用地。 

七、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14.加强粮食干燥市场机制研究。引导各方搞好成本核算，

科学确定盈亏平衡点，既让粮食干燥机械设备产品有市场有销

路，也让广大农民群众买得起用得起，既让提供干燥服务的主

体有钱赚，也让接受干燥服务的粮农能接受、有积极性。 

15.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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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农业经营主体成立粮食干燥合作社，建设“粮食银行”，

实行订单干燥，开展粮食干燥增值服务，探索粮食产后统一干

燥、加工、储存、销售的经营模式，延长农业产业链条。鼓励

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工商资本、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经营粮食

干燥业务，开展粮食干燥社会化服务。 

16.探索粮食干燥最佳服务半径。根据粮食种植面积和农民

需求，做好粮食干燥市场调查，做好科学规划，进行合理布点，

探索粮食干燥最佳服务半径,减少粮食运输成本，防止一哄而

上，造成粮食干燥机械设备重复购置浪费。 

八、切实强化部门配合 

17.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与推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

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加快推进粮

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与推广工作的合力。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

部门要在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研发推广方面给予扶持；国土资源

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大对粮食干燥用地政策的落实力

度，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批进度；粮食部门要整合国有

粮库干燥机械设备资源，积极为粮农提供服务；农机部门要加

强粮食干燥机械设备的示范推广，促进服务机制创新；农机科

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及有关生产企业，要加快粮食干燥机械设备

的研发生产，为粮食干燥提供强有力装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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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 东 省 粮 食 局       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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