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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在东北调研时发现，大型农

机装备因为作业效率高，深受种粮农民欢

迎，市场需求强劲。东北地区是“中华大粮

仓”，也是国内外大型农机必争之地。然而，

部分国产大农机性能不稳定，影响作业效率

和质量，难讨得用户欢心。国产大农机亟须

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更好赢得用户信任，

稳固自身市场地位。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减

少，“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提高农业

机械化水平，有助于问题缓解。2020 年，我

国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70%，

小麦、水稻和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率分别

超过 95%、85%和 90%以上，为粮食连年丰收

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双季稻栽植、粮食

产地烘干等环节和丘陵山区机械化尚有不

少短板，限制了粮食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的

高质量发展。

在土地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

采用大型农机作业实现降本增效，提高粮食

种植效益。大型农机作业效率高，1 台六行

大型播种机比1台两行播种机机械作业效率

能提高 3 倍，相当于节省 2 个农机手、2 台拖

拉机和 2台播种机。如果 1个农机手一天的

工资 300元，那么减少 2个农机手，一天就能

节省劳动力成本600元。如果按照一年农机

作业时间 30 天算，1 台六行播种机比 1 台两

行播种机节省劳动力成本1.8万元。

从实践看，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市

场具有导向作用。2018年以来，国家加大对

高端机具、智能装备包括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生产所需机具，以及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离

田等绿色高效装备的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对

大型农机推广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且，国家

明确把进口农机纳入补贴范围，这有利于促

进国内外农机公平竞争，让农民得到真正的

实惠。

在市场需求带动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的双重作用下，国产大农机在研发制造技

术、质量、外观设计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

绩，在大型高端农机市场争得一席之地，改

变了进口农机长期垄断高端农机市场的局

面。但与进口农机相比，大型国产农机核

心技术特别是发动机、变速箱、电液系统、

车桥、驾驶室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

然依赖进口，机具的可靠性、适用性有待进

一步提升。

产品质量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关

键。从用户体验看，他们更看重农机质量

好不好，性能稳定不稳定。然而，国内一些

农机制造企业习惯性使用低价竞争手段抢

占市场，对产品质量重视程度不够。一些

新的农机产品投放市场以后，即使暂时赢

得了市场，如果质量不过关，性能不稳定，

最终会输了口碑、丢了市场。当前国内农

机制造企业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做好产

品，用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让农民买得放

心、用得安心。

提高农机质量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

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国家需要保持战略

定力，做好农机产业规划，加强大型农机研

发投入，为农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农机

制造企业和科研机构要不断提高农机研发

水平和制造能力，争取早日全面掌握发动

机、变速箱等农机核心装置和整机可靠性

技术，提高大农机产品质量和性能稳定性，

并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提升农机制造

水平。

提高国产大农机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

如果农机和农艺融合不够，品种选育、栽培

制度、产后加工与机械化生产的适应性差，

或者适宜机械化的基础条件建设滞后，都

会影响大型农机作业质量。这需要政府部

门、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协调，推进农

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推进土地

规模化经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

机作业质量，推

动 农 机 装 备 产

业 向 高 质 量 发

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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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已至，为抢占高峰客流，多家旅

游平台相继推出 66元至 99元不等的“机

票盲盒”。活动期间，消费者只需花不到

100 元的价格，就能购买一张随机目的

地、随机日期的国内机票。具体能兑换

哪个目的地，甚至什么时间出发，只有在

“拆盒”后才知道。这种新颖的消费方

式，受到不少年轻旅客追捧。

作为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活

动，“机票盲盒”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抓住了用户以小博大的心理，同时

该活动支持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于用户

来说既有新鲜感、神秘感，付出的成本代

价也较小。而且，购买“盲盒”这一消费

行为还自带社交属性，年轻人购买到较

为满意的机票后，会将结果分享至社交

网络，引发更多人关注。

从售卖方角度看，相对于为用户提

供出游服务的功能，“机票盲盒”更大的

价值在于招揽客源、激活潜在用户。低

廉的出行价格，可能会激发原本没有出

行计划的用户的旅游需求，售票平台和

航空公司都获得了新的用户资源。对于

旅游目的地而言，一些较冷门目的地，平

时前往旅游的人较少，而购买了“机票盲

盒”的消费者，本着不去就亏了的心理，

往往会前去一游，这对促进旅游目的地

消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要看到，“盲盒”这阵风，流量大、

趣味足，监管却尚未完全到位。类似“盲

盒”产品，售后服务与商品质量往往难以

保证，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维权变数不

少。确保“机票盲盒”公平公正，离不开

监管部门加强管理。

对此，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措施。

四川省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关

于电商“盲盒”合规经营及理性消费告知

书》，明确“网络交易平台、平台内经营者

不得作出虚假、夸大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确保‘盲盒’内在物品的商品价值、出

现概率、分布方式等关键信息真实透明”。但从目前看，很多

地方监管措施还存在不全面、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有关部门

还需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进一步弥补监管漏洞，切实保护消

费者权益。

将“机票盲盒”消费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行业自律也必

不可少。对于在线旅行平台来讲，应该提升产品质量，比如让

“机票盲盒”的出发日期更宽泛、线路覆盖的范围更广、热门目

的地更多，这样才能持续吸引用户。除此之外，靠补贴及采购

航空公司尾单的营销方式不是长久之计，平台还需丰富营销

模式，哪怕提升价格，只要产品质量到位，相信也会受到消费

者的欢迎。

同时，广大消费者也要保持理性。“说走就走的旅行”听起

来很浪漫，但现实可能难以如意，消费者一定要全面考虑出行

时间、用餐住宿、目的地情况、返程安排以及售后退换限制条

件等因素，理性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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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非法收购、拆
解废旧铅酸电池的案例不
时发生。铅酸电池广泛应
用于电动车、通信基站等
领域，使用寿命短，若处理
不当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相比申请取得许可证
的正规企业，地下小作坊
因没有环保等成本，容易
从违法产业链中牟取暴
利。对此，有关部门既要
全力打击非法回收、转移
废旧铅酸电池的行为，又
要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
完善补贴政策，疏堵结合
提高规范收集处理率。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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