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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2024 年省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围绕推进实

施农机化“两大行动”、农机装备补短板以及智能农机装备与技

术推广应用等，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智能绿色农机装备

与技术的研发制造和应用推广，为粮油生产和特色产业发展提供

农机装备支撑。

一、一体化补短板类

1001 油（麦）耕播/栽联合作业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流域稻茬田油菜种植生产成本高、稻油

轮作茬口矛盾突出，农机装备耕整地质量差、对黏重土壤适应性

差、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研究秸秆全量还田、黏重土壤条件苗

床/种床整备技术、高速播种/移栽等关键技术，创制基于耕整地

装备通用平台的高速播种/移栽成套装备并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研发油（麦）耕播/栽联合作业成套装备，并通

过权威机构检测。①地表平整度≤2cm；②播种量误差率±5%；

③播深合格率≥90%；④移栽合格率≥90%；⑤栽深合格率≥

80%；⑥栽植频率≥220 次/分・行。2.制定油（麦）耕播/栽联合

作业技术规程相关企业或团体标准 1~2项。3.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申报国家专利 2~3件，授权 1-2 件，发表论文 1~2 篇。4.机具推

广应用 5 套以上。5.建设研产推用一体化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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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成整机系统应用示范，推广应用面积不少于 1000 亩。

1002 盐碱地（滩涂）耕整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盐碱地（滩涂）耕整作业泥脚普遍较深、

现有装备适应性差、高效作业专用装备缺乏等问题，开展基于半

沉半浮原理适合于盐碱地（滩涂）耕整作业的船式拖拉机减阻防

沉陷、高效行走驱动、动力系统高效分配、面向盐碱地（滩涂）

工况场景的自适应底盘调节、关键部件防腐、耕整机具配套等关

键技术研究；研发低阻滑行底盘、高效行走驱动机构、关键核心

零部件以及智能作业控制系统等，集成开发适用于盐碱地（滩涂）

耕整作业的高效专用动力装备——船式拖拉机与配套专用作业

机具，为盐碱地（滩涂）耕整环节高效作业机械化提供技术与装

备支撑，实现产业化生产并开展大面积应用示范。

目标要求：1.研制 50 马力与 70 马力的四轮驱动专用动力装

备各 1 台，并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定，作业泥脚深度大于 50 厘

米、旋耕幅宽不小于 2 米，作业效率不低于 8 亩/小时。2.开发低

阻滑行底盘 2 套、高效行走驱动机构 2 套、关键核心零部件 3~5

件、智能作业控制系统 2 套。3.装备市场推广 200 台以上。4.建

设研产推用一体化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 5 个，示范面积不少于

5000 亩。5.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5~8 件，发表

论文 3~5 篇；6.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2~3项。

1003 紫菜智能化养殖收获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紫菜深远海养殖日常管理难度大、海上作业

安全性差、菜叶采收效率与精度低、作业能耗大、清洗尾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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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问题，开展海上自动巡航与信息采集、远程智能化管理、

菜叶精准采收、船上高效清洗甩干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发紫菜海

上智能化养殖收获装备，集日常管理、采收、清洗于一体，实现

无人化管理、精细养殖、精准高效采收和低污染清洗作业，实现

产业化生产并开展大面积应用示范。

目标要求：1.研制紫菜智能化养殖收获成套装备，集成自动

巡航系统、紫菜生长信息采集系统、精准采收装备和清洗脱水装

备一体化作业船，实现集约化复式作业，成套装备通过权威机构

检测认定。配套动力：15~50kW，载重：3~6t，巡航速度：10kn~20kn

（静水），采收作业速度：2kn~5kn（静水），采收作业幅宽≦

2500mm，采收效率：8~12（亩/小时），采收精度（留茬高度）：

±1cm，破碎率≦5%，脱水率≥60%。2.机具推广应用 2 台套以

上。3.建设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 3 个，完成整机系统应用示范，

推广应用面积不少于 3000 亩。4.制定作业技术标准 1 项。5.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3件，发表论文 1~2篇。

1004 菊科中药材（根茎类）高效绿色农机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江苏省道地菊科（牛蒡、苍术、桔梗等）根

茎类中药材采收加工生产关键环节短板弱项，现有装备损伤率

高、适应性差，精准性低，高效作业专用装备缺乏等问题，开展

基于不同挖掘深度及模式的振动减阻技术、自适应根土分离技

术、智能柔性减损技术、精准温湿度控制、多场叠加杀菌钝酶、

智能传感监测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发自走式轻量化动力底盘、振

动减阻挖掘装置、智能柔性减损装置、多物理场协同可调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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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以及绿色高效低损中药材收获及多物理场保鲜等根茎类中

药材生产专用机具，为根茎类中药材采收加工环节高效作业提供

技术与装备支撑，实现产业化生产并开展大面积应用示范。

目标要求：1.研制 50 马力浅根茎类药材收获装备、120 马力

深根茎类药材收获装备及多物理场保鲜技术装备各 1 台，并通过

第三方机构检测认定。浅根茎类药材收获装备作业幅宽≥

800mm，深根茎类药材收获装备挖掘深度≥1000mm；多物理场

保鲜技术装备批处理能力≥100 公斤。2.开发自走式轻量化动力

底盘 1 套、振动减阻挖掘装置 2 套、智能柔性减损装置 2 套、关

键核心零部件 3~5件；多物理场协同保鲜装置 1 套、多物理场可

调节零部件 1~2 件。3.装备市场推广 40 台以上。4.建设研产推用

一体化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 2 个，应用推广面积 1000 亩以上，

在主产区辐射应用面积不少于 1 万亩。5.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申

报国家专利 4~6 件，发表论文 2~4 篇。6.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2~3

项。

1005 露地甘蓝高效自动移栽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露地甘蓝种植模式不统一、种植环节用工量

大、作业效率和精度低等问题，以农机农艺高度融合为目标，研

究适宜机械化作业的种植农艺规范，重点攻克底盘沿垄行走、秧

盘精准移位、低损取苗、定深栽植以及各部件协同高效作业等关

键技术，开发高通过性履带底盘、通用硬塑苗盘精准输送定位、

高效低损取分苗、栽植深度控制等关键部件，集成研制乘坐式全

自动移栽装备，实现露地甘蓝由传统人工生产向标准化、高效化、



— 11—

精准化种植作业，并在露地甘蓝专业化生产基地进行集成示范和

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研制露地甘蓝乘坐式全自动移栽装备 1 台，并

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定。移栽行数：2 行，行距：40~50cm，合

格率≥90%，栽植频率≥55株/分钟•行-1。2.建设试验示范基地不

少于 3 个，完成整机系统示范应用，推广应用面积不少于 300 亩。

3.装备推广应用不少于 5 台（套）。4.制定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1

项。

1006 蔬菜（瓜类、茄果类）智能嫁接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果蔬种苗嫁接一直依赖高强度作业的嫁接技

术工，且目前嫁接技术工日渐短缺、育苗企业嫁接成本越来越高，

缺乏能完全替代人工的全自动嫁接装备等问题。开展基于机器视

觉及人工智能识别算法、自动抓取上苗、自动调整种苗姿态、高

效嫁接作业、自动高速供夹、自动码盘、扦插、高速软件控制等

关键技术研究，集成开发适用瓜类和茄果类种苗嫁接的高效全自

动嫁接智能装备，突破嫁接作业瓶颈，为种苗嫁接提供技术支撑。

目标要求：1.研制茄果类全自动嫁接装备 1 台和瓜类全自动

嫁接装备 1 台，具备全自动识别、抓取上苗、调整种苗姿态、高

速作业、高速供夹、码盘、扦插等功能，并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

定，作业效率 1200 株/小时，成功率 98%。2.建设试验示范基地

不少于 2 个。3.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件，发表论文 2 篇。4.制定

相关技术标准 2 项。5.推广应用不少于 100 台（套）。

1007 丘陵旱地适用花生挖掘收获机研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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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我省花生以农户分散种植为主，户均面积少，

且主要种植在丘陵旱地，地块不规整，连片面积小、土壤相对黏

重，挖掘阻力大、挖掘深度不易控、埋果损失大、果土分离难、

含土率高、高强度与轻量化矛盾等问题。重点开展减阻低损挖掘、

高效果土分离、结构缩体减重等作业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突破与优

化，研制丘陵旱地适用花生挖掘收获机，解决丘陵旱地花生挖掘

收获存在的适应性差、挖掘质量稳定性差，作业总损失率偏高等

技术难题，实现丘陵旱地适用花生挖掘收获机的开发和产业化推

广应用。

目标要求：1.研制丘陵旱地适用花生挖掘收获机，并通过权

威机构检测认定，作业效率≥2 亩/h，损失率≦3.0%，埋果率≦

2.0%，含土率≦20.0%。2.申报发明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1~2

篇，形成花生挖掘机械化收获技术规范（草案）。3.构建应用场

景 3 个，每个场景不低于 50 亩。4.机具（含样机）经专业化工

业设计，推广应用不少于 50 台（套）。

1008 油蔬两用油菜薹收获机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当前油菜种植效益低，油蔬两用模式可提高

种植效益，但油蔬两用油菜机械化菜薹装备缺乏，现有蔬菜收获

机收获油菜薹存在植株碾压严重、切割高度一致性差、切割损伤

率高、输送不畅、收集次序性差等问题，重点研究切割器类型、

切割速比，输送铺放系统类型、输送速度等结构和作业参数对采

收稳定性、切割损伤、输送效率、收集质量等油菜薹采收质量的

影响规律并优化参数组合，集成高地隙窄履带底盘等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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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蔬两用油菜薹机械化低碾压低损切割采收，采收长度可控可

调、割茬高度稳定，菜薹高效有序输送收集，以满足油蔬两用油

菜薹机械化收获需求，实现油菜薹收获机创制开发和产业化推

广。

目标要求：1.研制油蔬两用油菜薹收获机，并通过权威机构

检测认定，油菜薹采收高度 15~25cm，割茬高度稳定性≥80%，

漏割损失率≦6%，损伤率≦4%，作业效率≥1.5 亩/h。2.申报发

明专利 2 项。3.构建应用场景不少于 2 个，每个 100 亩以上。4.

机具（含样机）经专业化工业设计，推广应用不少于 10 台（套）。

1009 丘陵茶园导向轨道式无人化管理装备研制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丘陵山地茶园农机作业条件差、劳动强度大、

作业效率低、装备入园难等问题，重点研究导向轨道作业结构、

地头换行装置、轨道防沉降、作业装备快速挂接、远程遥控等关

键核心技术装备，一是解决丘陵茶园行间耕作、除草、施肥、转

运环节机械化作业难题，二是改变传统茶园轨道承重属性、居中

铺设方式为导向属性和偏置铺设方式，充分保障丘陵山地茶园高

效机械化生产与机手作业安全性，缓解劳动力短缺难题，集成北

斗定位和增程式驱动技术，创制丘陵山地茶园导向式管理技术装

备，并实现产业化推广应用。

目标要求：1.创制丘陵山地茶园导向式管理技术装备 1 套，

并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定，最大作业坡度 40%~60%，可完成行

间耕作、除草、施肥、转运环节作业，耕作深度 8~12cm，有机

肥施肥深度 15~20cm，转运载重≤500kg。2.可实现人工辅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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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换行，遥控距离 100m~150m。3.建立智能管控平台 1 个，构建

丘陵山地茶园导向式轨道管理作业应用场景不少于 2 个，每个

50 亩以上，节省人工 20%以上。4.机具（含样机）经专业化工业

设计，推广应用不少于 10 套。

1010 序批式转筒发酵制备有机肥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国内农业废弃物发酵高效制备有机肥技术装

备缺乏、功耗较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问题，构建序批式转筒容

器发酵技术模式，重点研究转筒填充率、转筒长度、转筒直径与

融氧量、翻抛方式等参数对发酵的影响机制，提出不同处理量的

序批式转筒发酵容器的设计计算依据，研发中型（每天 5 吨-10

吨）处理量的序批式滚筒发酵装备，研究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多传

感器融合检测系统，研发自适应控制系统，实现发酵过程的自适

应调控，研制一套中型序批式转筒发酵制备有机肥的智能技术装

备，并实现产业化推广。

目标要求：1.研制序批式转筒发酵制备有机肥装备，并通过

权威机构检测认定。2.整机功率≥35kW，周转期小于 10 天。4.

控制系统测试精度≥99%，节能 10%以上。根据批次原料的处理

量不同，作业量 5 吨~10 吨/每天。3.装备推广应用不少于 10 台。

4.制定配套技术规程 1 套（企业标准）。5.申请或获得国家专利

1~2 件，发表期刊论文 2~3 篇。

1011 稻麦生产耕播机械智能检测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稻麦生产主要环节机械装备传统检测技术不

适应农机检测鉴定高精度、自动化与集成度要求，关键核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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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短板待补等突出问题，研究稻麦耕整地作业质量智能化检

测、育秧播种质量智能化检测等关键技术，创制面向稻麦耕播（联

合）作业机械的智能检测技术装备，为稻麦生产智能化监测提供

技术与装备支撑，实现检测装备量产定型并在农机生产制造、推

广应用等环节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研发稻麦耕整地作业质量智能化检测成套装备

1 套（每套 3 台）、育秧质量智能化检测成套装备 1 套（每套 3

台）与播种质量智能化检测成套装备 1 套（每套 3 台），并通过

权威部门计量或校准，并取得相关证书。2.稻麦耕整地作业质量

智能化检测成套装备技术指标：①作业深度测量误差≤2.5cm；

②直线度测量误差≤3cm；③作业面积测量误差≤4%。3.育秧质

量智能化检测成套装备技术指标：①育秧空格检测误差≤8%；

②育秧合格检测精度≥90%；③育秧质量智能化检测响应时间≤

10s。4.播种质量智能化检测成套装备（条播）：①断条检测精度

≥94%；②播种均匀性检测精度≥90%。5.制定稻麦耕整地作业

质量智能化检测技术规程、育秧质量智能化检测技术规程与播种

质量智能化检测技术规程各 1 项。6.推广应用智能检测设备不少

于 9 台（套）。7.建立试验检测示范点≥3 个。8.形成自主知识产

权，申报国家专利 1~2 件，发表论文 1~2 篇。

1012 肉鸡低应激自动出栏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传统笼养肉鸡出栏环节人工劳动强度大、残

次率高、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研究声光参数及其耦合作用对肉

鸡活跃度的影响规律，突破基于声光调控的低应激控制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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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笼位空间同步贯通与链式转运技术方案，开发新型笼具、长距

离传输装置等肉鸡高效出栏设备；研究多路并联高速集运、装载

技术方案，开发适用于多层多列同步对接的自动集运、计数、装

载设备；明确控制策略与运动参数，创制肉鸡高效、低应激、低

残次自动出栏成套装备并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开发链式肉鸡出栏设备，隔网转动角度±90°

可控，底网传送距离≥100m，底网运动速度 0~6m/min 可调，速

度波动系数≤5%。2.开发出栏肉鸡自动集运-计数-装载设备，实

现出栏肉鸡自动计数、自动装载，计数准确率≥99%，装载成功

率≥98%。3.形成肉鸡低应激调控技术方案 1 套，创制肉鸡自动

出栏成套装备，单套出栏效率≥4500 羽/小时，与人工模式相比，

每万羽节省人工 7 人以上，残次率降低 10%以上。4.申请发明专

利 2~3 件，发表论文 1~2 篇，制定配套技术规程（指南）1 套。

5.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1 个，装备推广应用不少于 5 套。

1013 内陆水域鱼类智能化监测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鱼类监测目前主要以周期性人工采样配合计

数计算，缺乏有效实时监测手段，实时性、代表性、智能化不强

等问题，以鱼类智能化、自动化监测为目标，开发应用水下图像

增强、AI 智能识别、高光谱集成分析、声呐探测等技术，重点

攻克内陆浑浊水体可视区域范围小、识别度低、抗风浪、自供电、

信息无线传输以及各部件协同高效作业等关键问题，集成研制鱼

类智能化监测装备，实现鱼类与环境因子的标准化、高效化、智

能化监测，并在湖泊等内陆水体进行集成示范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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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1.研制内陆水域鱼类智能化监测装备 1 台，每日

在线时长≥20 小时，抗风≥7 级，智能探测距离≥20 米，智能

识别鉴定鱼类监测指标≥3 个（种类、体长、体重等）。2.建设试

验示范基地不少于 2 个，完成整机系统示范应用，推广应用面积

不少于 300 亩。3.装备推广应用不少于 3 台（套）。4.申请发明专

利 1~2 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1~2 件。

1014 运用 AI 分析溶解氧等参数的鲫鱼健康养殖关键技术

与装备研发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影响养殖水域水质环境的因素较多且复杂，

所需感知传感器种类较多，存在变量不易控制、通用性差等问题。

引入水下智能机器人采集鲫鱼的行为和体征数据，建立 AI 识别

数据库、AI 人工智能识别模型并开展训练。利用 AI 人工智能识

别模型分析采集的鱼类全过程生长状态和池塘溶解氧等水环境

状况数据，达到自动识别鱼类的生存状态并指导养殖生产。

目标要求：1.研制水下智能机器人，并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

定。搭载高清视觉识别系统（分辨率：1920*1080，变焦：4 倍

光学变焦，对焦：自动对焦，焦距：1.6mm，俯仰范围：±60°、

测量范围：不小于 1m，声呐工作范围：最大 50m）、常规水质指

标高性能高精度传感器（水温测量范围：-50℃至 80℃，分辨率：

0.1℃，准确度：±0.5℃）。pH 量程范围：0～14.00pH，分辨率：

0.01pH，精度：±0.1pH。浊度量程范围和分辨率：0～20.00NTU，

0.01NTU/0.1℃；0～100.0NTU，0.1NTU/0.1℃；0～1000.0NTU，

0.1NTU/0.1℃；精度：±5%。电导率量程范围和分辨率：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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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S/cm， 0.01； 0-200.0μS/cm， 0.1； 0- 5000μ S/cm， 1；

0-200.0mS/cm，0.1；精度：±1.5%F.S.，±0.3℃。溶解氧量程范

围：0～20.00mg/L(0～200%饱和度，25℃；分辨率：0.01mg/L，

0.1℃；精度：±2%F.S，±0.3℃）、矢量推进器 8 个，防水等级：

IP68，工作水深≥5m，工作时长≥16h。2.建立基础数据库 1 个，

人工智能识别模型 1 个。3.建设塘口试验和数据采集示范基地 2

个，完成整机系统示范应用 5 台，推广应用面积不小于 100 亩。

4.申请专利 1~2 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1~2 件。

二、产业化示范应用类

2001 稻麦轮作智能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

建设要求：（1）建设稻麦轮作智能农机装备与技术集成应用

基地 1 个，面积不少于 500 亩，实现粮食生产精准化作业、信息

化智能化管理，并进行挂牌标示。（2）配置稻麦轮作智能生产关

键环节（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等）农机装备不少于 7 台（套），

实现自主行走、智能作业等。（3）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智

能农机装备作业的远程可视化监控与管理，并与“苏农云”为底

座的“机慧来”农机数字化管理平台对接联网。（4）形成稻麦轮

作智能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基地建设方案，制定智能农机作

业技术规范。（5）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

不少于 100 人次。（6）开展稻麦轮作智能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应

用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2002 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 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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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不少于 100 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

范点配置油料作物生产主要环节（育苗、耕整地、种植、植保、

收获等）农机装备不少于 5 台，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0%。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3）开展

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50人次。（4）

开展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总结项目实施

成效。

2003 连栋温室蔬菜生产智能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2 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连栋

温室面积不少于 30 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示范点蔬菜

生产不少于 4 个主要环节实现遥控或“无人化”作业。单机智能

装备作业效率不低于人工作业效率，每个示范点减少人工工时

30%。（3）建立远程可视化管控系统和智慧管控平台。（4）形

成连栋温室蔬菜生产主要作业环节智能装备与技术整体解决方

案，制定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规范不少于 2 项。（5）开展技术培

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100 人次。（6）开展

连栋温室蔬菜生产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2004 果（茶）园生产智能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2 个示范点，各示范点连片面

积不少于 100 亩，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示范点不少于 4

个主要环节实现遥控或“无人化”作业。单机智能装备作业效率

不低于人工作业效率，每个示范点减少人工工时 30%。示范点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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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0%。（3）建设智能农机管理系统平台，实

现作物生长、机具作业、生产管理全过程的可视化、智能化和数

字化。（4）形成果（茶）园生产主要作业环节智能装备与技术

整体解决方案，制定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规范不少于 2 项。（5）

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100 人次。

（6）开展果（茶）园生产主要作业环节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应

用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2005 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明确水产养殖品种和模式，建设不少于 2

个示范点，池塘养殖示范点水面连片面积不少于 100 亩（单个池

塘面积不小于 10 亩）。设施（路基、工厂化等）养殖面积不少

于 1200㎡，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2）示范点水产养殖不少于

3 个主要环节实现遥控或“无人化”作业，单机智能装备作业效

率高，可显著降低人工成本。（3）建设水产养殖智能管理系统

平台，实现养殖场可视化、信息化、数字化。（4）形成水产养

殖主要作业环节智能装备与技术整体解决方案，制定水产养殖智

能装备操作规程或技术规范不少于 2 项。（5）开展技术培训和

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100 人次。（6）开展水产

养殖主要作业环节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2006 畜禽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

目标要求：（1）建立不少于 2 个示范点，示范点（养殖场）

须为符合规定的中型及以上规模养殖场，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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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示范点畜禽养殖不少于3个主要环节实现自动化或“无人化”

作业。单机智能装备作业效率不低于人工作业效率，每个示范点

减少人工工时 30%。（3）建设畜禽养殖智能化管理系统平台，

实现养殖场可视化、信息化、数字化。（4）形成畜禽养殖主要

作业环节智能装备与技术整体解决方案，制定智能装备作业规范

不少于 2 项。（5）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

员不少于 100 人次。（6）开展畜禽养殖主要作业环节智能装备

与技术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2007 农业农村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装备与技术推

广应用

目标要求：（1）建设不少于 3 个示范点，示范点（养殖场）

须为符合规定的规模养殖场或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示范点

进行挂牌标示。（2）项目实施后示范点农业（农村）废弃物（包

含秸秆、尾菜）处理主要环节（物料粉碎揉搓、多组分复配、打

捆裹包、输送等）或中小养殖场（户）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主要

环节（固液分离、物料预混、搅拌曝气、智能调控等）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 80%，构建智能化无人化应用场景。（3）建设基于

种养结合秸秆饲料化智能管控系统和远程可视化管理平台。（4）

开展技术培训和机具生产演示活动，培训人员不少于 100 人次。

形成至少 2 种农业农村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技术推广应用

方案。（5）开展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机械化经济效益分析，

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