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机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优质5
篇)

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写计划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机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一

一是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在近两年的秸秆禁烧工作和连阴
雨天气影响下，农民在抗灾抢收和秸秆机械化还田以及旋耕
播种时，新型农机和大动力农机装备明显不足。

二是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还存在薄弱环节。玉米收获和水稻
种植环节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加快推进水稻育秧、插
秧阶段机械化，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县农机化发展的
重点和难点。

三是财政扶持资金有待加强。农事全程机械化服务中心建设
以及农机服务组织发展缺乏财政扶持。

四是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农机队伍人员老化，更新不足，多
年未进年轻新人;乡镇农机站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办公场所，
影响了工作效能和服务效率。

五是企业改制进展缓慢。农机部门还有县农机厂、农机公司
两个国有企业改制未结束，历史遗留问题多，维稳工作形势
严峻。

农机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二

2020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我县1557万元，加



上2020年结余的2259.252万元，资金总量达到3816.252万元。
根据年度补贴方案安排，补贴机具种类为14大类29个小类61
个品目，全部实行敞开补贴。为公正、公开、规范地开展补
贴工作，我局认真宣传补贴政策，严格执行补贴工作纪律，
创新补贴工作方法，截至11月23日，累计使用资金2895.38万
元，补贴机具2243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23台，联合收割
机591台，旋耕机416台，插秧机879台。

在工作方法创新上主要突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补贴范围内的所有农机具全部实行敞开补贴，针对我县
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重点补贴大米加工所用的色选机以及
水稻生产薄弱环节的机插秧，新增色选机55台、插秧机879台。
二是购机补贴申请受理与群众“零距离”。去年购机补贴工
作5月份启动，今年7月份启动，时间紧。为加快购机补贴工
作进度，我局7月9日至30日分别在小甸镇、双庙集镇、炎刘
镇等8个乡镇设立购机补贴申请受理点，零距离为群众办理补
贴机具513台，节约运输等费用15.39万元。三是改变以往集
中时段受理购机补贴申请的方式，采取全年不间断受
理、“一站式”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四是多途径宣传
报道及时跟进。市、县电视台到乡镇受理点专题采访，安徽
农网、淮南市新闻网、淮南发布等媒体对xx购机补贴工作到
基层的做法进行了报道;寿州报刊登了年度购机补贴方案、流
程和宣传手册;农机局利用电子显示屏、展板宣传购机补贴政
策。

农机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三

一是着力推广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农业机械，重点
推广插秧机、色选机和土地深翻项目使用的100马力以上拖拉
机、铧式犁、翻转犁。二是通过召开现场会、组织技术观摩、
举办培训班等方式，推广培训水稻机插秧、秸秆机械化全量
还田、小麦机播等机械化技术和环保知识，培训农机合作社
带头人40人、农机操作手500人、农机办证人员120人、农机



技术指导员85人、农机系统专业技术人员117人和21家烘干企
业负责人。

机械与技术推广的主要举措：

一是在维持县内农机总量的基础上，利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加快淘汰小型拖拉机和废旧农机，全面提升农机装备质量，
发展大马力、高性能、环保节能的农业机械。做好新型适用
机械的试验推广。二是抓好全程机械化薄弱环节技术推广。
重点推广水稻机插秧、秸秆全量机械化还田、小麦机播等技
术推广，全力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提升农业生
产品质。三是机械与技术推广形式多样。现场会、观摩会、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技术培训等方式综
合运用。四是以实施项目为切入点。实施秸秆全量还田犁耕
深翻示范项目，推广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技术;实施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项目，重点推广小麦机播技术。

农机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四

一是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截止10月底，全县农机总动
力157万千瓦。55马力以上大中型拖拉机5215台，联合收割
机6310台，水稻插秧机658台。捡拾打捆、反旋转灭茬、复式
作业等一批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实现较大突破。

二是农机化作业水平稳步提升。完成水稻机械化种植面积75
万亩，深松面积4.5万亩，机耕、机收均达100%，秸秆综合利
用93%，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1.3%。

三是购机补贴资金达到历史最高。争取到国家农机购置补贴
项目资金4191万元，约占全市总量的三分之一，截止目前共
实施2485万元，补贴农机具1701台套。

四是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加快农事服务中心建设。
以农机户为基础，农机服务组织为主体，农机中介服务为纽



带，大力推进“四位一体”农机大院服务模式，实现“六个
在大院”，农机社会化服务“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发
展。

五是农机安全生产形势趋于好转。累计完成手扶拖拉机反光
标识张贴1.8万台次，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2.5万份，发放致
机手一封信2万余份，检审拖拉机1255台;新增农业机械号
牌510个，完成农机驾驶人员培训共计10期295人，新办驾驶
证390个。

六是招商引资取得进展。充分深挖线索、倾情倾力帮办，成
功引进投资2亿元的定远海清现代农业观光园项目。

七是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持续反对“四
风”，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明显转变。

以上工作的圆满完成，我们主要狠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狠抓工
作作风的转变。突出抓好“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专题
警示教育活动。采取大会集中学原文、专题辅导明要义、个
人自学记笔记、交流心得谈体会、领导干部上党课、到红色
教育基地接受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教育。充分利用展
板、标语、电子显示屏、微信、观看视频等各类媒体和手段，
加强对学习教育活动的宣传，营造舆论氛围。按照上级要求，
召开了“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
边学边查，立行立改，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共征
求意见30余条，制定整改措施10余条，修改和完善有关规章
制度8个。

二是狠抓购机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截止目前，共实
施购机补贴资金2485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1701台套。受益
农户1302户。严格遵循“自主购机、带机申请、定额补贴、



县级结算、直补到户”的程序，基本做到旋耕、镇压、植保
等复式作业机具和秸秆粉碎还田、育插秧、粮食烘干机具敞
开补贴，大马力、高性能的动力机械和收获机械应补尽补。
狠抓纪律要求，严把补贴资格确认关、补贴信息公开关、补
贴机具核查关、补贴资金兑付关，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透明。

三是狠抓水稻机械化种植等农机化先进技术的推广。广泛开
展农机技术人员包村联户，组织开展各类育插秧技术培训30
余场(次)，培训人员4000多人(次)。抓育秧、抓源头、抓示
范。建设水稻机械化种植万亩示范片、整村推进千亩示范片
和标准化、规模化育秧工厂基地;召开2次育插秧技术推广和
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现场会，示范宣传，辐射带动。突出督
促检查，将任务细化到人，绩效考核到人，采取定期调度、
每周通报、实地检查等形式，加大督促检查，推进工作落实。

四是狠抓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扶持力度，促进规
范发展，重点加快农机化大院和农事全程机械化服务中心建
设。截止6月底，先后争创了国家级农机专业合作社1个、省
级7个、市级8个，市级农机大院6个。

五是狠抓农机安全监管。加大专项整治力度。以治超治
限、“打非治违”、“黑车非驾”专项整治为抓手，常年开
展查纠拖拉机违章操作、违法载人、超速超载、无牌无证驾
驶等违法行为。抽调专人参与全县矿砂专项整治行动。加大
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全县各类拖拉机逐台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状》。扎实推进小手扶反光标识张贴工作。有
效保障小手扶拖拉机夜间上道路行驶安全。进一步规范农机
监理业务办理。认真落实行政服务中心农机窗口“两集中、
两到位”，严把“三关”，提高“三率”，从源头上遏制农
机事故发生。

六是狠抓扶贫攻坚和责任包保。针对今年全县扶贫包保责任
的调整，我局高度重视，迅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从局领



导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到一般职工共有19人纳入贫困户
包保责任人。涉及徐小村共85户贫困户。本着“全员参与、
真帮实扶”的原则，认真动员部署，明确目标任务，层层传
导压力，建立包保网络、责任落实到人。参与包保的干部职
工与界牌集镇镇村干部以及贫困户精准对接，登门入户，对
号认领，摸清致贫原因，征求帮扶意见，帮助协调解决各项
脱贫措施。持续加大农机化政策帮扶。在技术方面，将农机
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面对面指导，一对一培训，
解决贫困户机手在农机使用方面遇到的技术问题。在扶持方
面，贫困户机手跨区作业证、购机补贴优先办理;贫困户家庭，
驾驶员凭所在乡(镇)政府证明，入户办证环节的培训费用一
律减半。在援助方面，成立农机志愿服务队。在“三
夏”、“三秋”重要农时，帮助贫困户积极联系作业机具，
组织开展抢收抢种，确保农作物适时栽种，粮食颗粒归仓。
在资金支持方面。上半年，购置了打字复印一体机和相关耗
材赠送给徐小村;10月份，在全国“扶贫日”到来之际，全局
干部职工积极踊跃向贫困户捐款，单位和个人共募得资
金8000元，不仅为贫困户解了燃眉之急，还引导农机系统乃
至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七是狠抓“三夏”、“三秋”农机化生产。强化组织领导，
服务跨区作业，抓好秸秆禁烧。深入各乡镇开展秸秆禁烧巡
回技术讲座近100余场(次)，散发一封信、一张作业明白纸和
作业警示卡等相关技术资料20000余份，为全县秸秆禁烧提供
技术支撑。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作用，引导农机专业
合作社、种粮大户和农机手使用秸秆粉碎、灭茬等机具，低
茬收割、机械还田。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包保工作，和乡镇紧
密配合，加大对违规作业机手的查处力度，对收割机没有加
装秸秆粉碎装置、秸秆没有切碎均匀抛洒、留茬过高等违规
作业机手，给予收回作业证、吊销驾驶证、强制参加培训班、
列入黑名单，取消农机补贴等处罚，外地作业机手，没收跨
区作业证，驱逐出境。



八是扎实做好信访和综治维稳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市关于信访维稳工作的要求，深
刻分析当前维稳工作形势，扎实做好信访维稳工作，为维护
群众利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要注重抓好信访矛盾源头预防工作，
努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认真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要建立科
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依法治访，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确保
信访维稳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

农机局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篇五

全年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新办行驶证1200本、驾驶证780本，
换发驾驶证56本，安全技术检验3000台次，补发行驶证50本、
驾驶证20本。清理变型拖拉机档案5700份。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检查，检查农机合作社6家，整改事项5个。参
加了保义镇10·30事故调查工作。开展了农机法律法规宣传
下乡、农机安全生产月、“打非治违”、上道路变型拖拉机
专项整治、农机安全生产攻坚行动等铸安活动。实施了省级
平安农机创建项目，新建平安农机示范乡镇2个、示范村10个、
示范户100个。

主要做法：

一是宣传与治理齐头并进。到正阳关镇和堰口镇开展农机法
律法规宣传下乡活动，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对变型
拖拉机进行重新摸底登记，核实底数，对到期未检车辆进行
公示。二是将农机合作社作为安全管理的重点。结合“双随
机、一公开”、“农机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农机普法
行”等工作，抓好农机合作社的隐患排查和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三是结合项目实施，抓好平安农机创建工作推进。实施
省级平安农机创建项目，开展试点，利用省级财政资金20万
元，创建平安农机示范乡镇2个、示范村10个、示范户100个，



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网格，完善机构人员，配备设备，
形成长效农机安全生产管理机制，为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奠
定坚实基础。四是将农机安全生产纳入农机化工作年终考评，
在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