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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松轻 松 ””种 棉 花 是 怎 样 实 现 的种 棉 花 是 怎 样 实 现 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全程机械化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全程机械化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呈忠马呈忠

经济日报记者近日深入

新疆采访发现，棉花好收成

的背后，一个变化令人振奋：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棉

花早已结束了手拉肩扛“辛

苦”耕种，各式农机轮番上阵

的“轻松”模式正在开启。数

据显示，目前兵团棉花耕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98.3%，这一变化是如何实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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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新农人”
机械化是农业向规模化机械化是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集约化发展的

重要保障重要保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我国重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我国重要

棉花产区棉花产区，，围绕围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这

一根本一根本，，实现了棉花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实现了棉花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在在

这一过程中这一过程中，，他们除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与他们除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与

大条田种植模式外大条田种植模式外，，关键在于通过设立专业关键在于通过设立专业

农机服务部门农机服务部门，，培育了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培育了一支专业人才队伍，，畅畅

通了农业机械在田间地头的通了农业机械在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激发了职工使用农机的动力与活力激发了职工使用农机的动力与活力。。同时同时，，

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延伸了农机产业链延伸了农机产业链

条条，，因地制宜解决了棉花机械化因地制宜解决了棉花机械化，，以及农民对以及农民对

农机装备与技术的需求农机装备与技术的需求。。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机生产企业推广农机生产企业推广

应用农机装备时应用农机装备时，，派出大量工人到田间地头派出大量工人到田间地头

做好农机跟踪服务做好农机跟踪服务。。然而然而，，受制于农民机械受制于农民机械

化素养参差不齐化素养参差不齐、、企业专业服务人员有限等企业专业服务人员有限等，，

农机作业中尚未达到农机作业中尚未达到““人机合一人机合一””高效状态高效状态。。

面 对 农 业 机 械 化 发 展 的 信 息 化面 对 农 业 机 械 化 发 展 的 信 息 化 、、 智智

慧 化 大 趋 势慧 化 大 趋 势 ，， 建 议 继 续 加 强 农 业 机 械 化建 议 继 续 加 强 农 业 机 械 化

““新农人新农人””队伍建设队伍建设，，加强农民职业化培加强农民职业化培

育力度育力度，，提升提升农民适应现代农机智慧化发农民适应现代农机智慧化发

展的能力展的能力；；引导培育市场化专业农机服务引导培育市场化专业农机服务

机 构 与 人 才 队 伍 建 设机 构 与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 为 农 业 高 质 量 发为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更 加 专 业 高展 提 供 更 加 专 业 高

效 的 农 业 机 械 化效 的 农 业 机 械 化

服务服务。。

全国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看兵团。2021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面积达 1305 万

亩，完成机采面积 1230 万亩。以全国四分之一

的面积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棉花，兵团

棉花不仅品质优势明显，还在机械化、规模化、

节水灌溉、科技支撑方面保持较高水平。目前，

兵团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8.3%，机采

率达 94.2%。他们是如何实现棉花全程机械化

作业的？对推广其他作物全程机械化有何启

示 ？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日 前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一 探

究竟。

畅通农机应用体系

艾比布拉·牙生今年 36 岁，是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四十九团职工。种植

了 80 亩棉花地的他，刚从附近轧花厂结完棉花

款回家休息。“真想不到，种棉花也有喝茶的清

闲时间。”对于种植了 15 年棉花的艾比布拉来

说，以往采棉季忙得不可开交，回到家里只想

睡觉。

“以前，人工采摘 20 多亩棉花要从 9 月中旬

忙到年底。”采棉季曾是艾比布拉最头疼的时候，

因为用工十分紧张，有时他要雇车到几百公里外

的县城雇采棉工帮忙采摘，“早上送他们到地头，

晚上拉回住处。深夜，还要人工装车把白天采摘

的棉花送到轧花厂，太累了”。艾比布拉回忆说，

那时人工采摘成本很高，一亩地要 700 多元。

“机器怎么会比过人呢？”几年前，艾比布拉

听说附近连队在实验机器采棉，他专程跑去看效

果。“一株株棉花穿过采棉机就出棉花了。速度

快、省人力，但棉秆、叶子有点多。”较高的棉花含

杂率，让艾比布拉心怀忐忑。

随着工艺水平不断提升，机器采棉最终走进

千家万户。“今年 80 亩棉花地，采棉机只用 3 个小

时就采完了。轧花厂机采棉收购价每公斤 10.5

元，亩产 350公斤左右，每亩机采费 200元，除掉各

项成本，收入 28 万元。”这天是艾比布拉第二次去

轧花厂送棉花，“今天手采了一些采棉机采不到的

地头棉花，有 300公斤，能多收入 3000多元”。

如今，提到棉花种植，艾比布拉直言“轻松”，

“犁地耙地、播种、灌溉施肥、采摘、残膜回收等全

流程均可机械化作业，田间管理不同阶段也有相

应技术规范”。休息之余，他已联系好农机展开

田间秸秆粉碎、残膜回收等作业。

得益于兵团长期推进棉花机械化发展，同艾

比布拉一样“轻松”种植棉花，正成为兵团职工的

常态。“今年棉花行情好，职工采摘积极性很高，我

们 1300 多万亩棉花地，机械采摘 1 个多月就能完

成。”兵团农机技术推广总站站长麻平告诉记者，

“目前，兵团种植棉花已实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

“兵团从职工生产实际需求出发，长期坚持

建设完善农机产学研推用体系，推广应用的北斗

导航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了棉花生产的机械化信

息化融合发展；示范推广的国产高性能大马力拖

拉机配套犁、国产六行打包采棉机等高端农机装

备，为兵团棉花生产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

供了有力技术装备支撑。”谈及兵团棉花种植的

机械化成绩，麻平如数家珍。

与此同时，兵团还注重棉花种植农机与农艺

水平的同步提升。

“农业机械化

程度越高，对种

子的要求就越

高。”新疆前

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图木舒克市，总经理刘

成告诉记者：“兵团初种棉花时，采用一穴多粒的

密植模式，棉种发芽率在 60%，一亩地需要五六

公斤种子。随着精良播种与机采棉推广，采用一

穴一粒，一亩地棉种需求量下降至 1.5 公斤左

右。”据介绍，国家标准棉种发芽率为 80%，他们

通过增加重力选、风选、磁力选等选种环节，让棉

种发芽率提高至 92%以上。通过选用优质棉花

品种与农户田间农艺栽培，他们让棉株高度保持

在 70 厘米到 80 厘米，第一果枝节位距地面 20 厘

米以上，更加适合机械采棉。

棉种发展折射出兵团棉花种植机械化发展变

迁。经过 20 余年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兵团

棉花种植在棉花品种培育、农艺栽培措施、田间生

产管理、残膜污染治理、清理加工等诸多关键环节

形成一系列标准、规范和技术规程，成效显著。

农机国产化加速跑

采棉机是农业机械领域“含金量”最高的设

备之一，2018 年前，国内使用的大型采棉机是国

外进口产品的天下。为弥补这一短板，兵团在棉

花主产区布局采棉机产业链，已在第六师五家渠

市、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一师阿拉尔市等地培育

形成较为完整的棉花产业耕种收农机生产体系。

严冬里，步入第六师五家渠市北工业园的新

疆天鹅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只见这里一片忙

碌：机械臂翻转飞舞，电焊火花中，工人们正加工

各种采棉机部件。“今年冬天有的忙了！”该公司

销售总经理、工程师段其森高兴地告诉记者：“今

年不仅创下销售 90 台采棉机的好业绩，还收获

了近 200 台各式采棉机订单。”

距离旧厂房不远处，一座投资 10 亿元，面

积 2 万平方米的新厂房正在扩建。“这是按照生

产汽车标准建设的全自动化柔性生产线，专门

用于生产采棉机，12 月底投产后，预计可年产

300 台采棉机。”段其森说，“能生产全国产化的

采棉机，非常自豪！”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起初看

中 的 是 新 疆 棉

花 产 业 的 良

好 势 头 。

2005 年 ，

该公司成立新疆天鹅农业机械装

备有限公司，为兵团和地方棉花轧

花 加 工 设 备 升 级 改 造 提 供 了 支

持。目前，他们在新疆轧花设备市

场占有率达 80%以上。

“改造升级棉花轧花生产线经历

了从手采棉到机械采棉的过程。”段其

森说，“随着新疆机采棉花不断增多，我

们研制了相应的清叶、清秆、清壳的各种

设备。如今，我们生产的智能化大型轧花

设备，在加工出的棉花含渣与水分控制方面

已达国际水平。”

同时，他们还加快采棉机国产化研发生产步

伐，开始国产三行厢式采棉机研发。

“重达 30 吨的采棉机，从运行程序、液压电

器元件到采头摘锭等部件的多环节均需攻克。

然而，受制于当时国内生产水平，只能一步步往

前推进。”段其森说，“在采头摘锭研发上，国内实

现国产化用了近 10 年时间。国产化后，以前进

口 需 100 多 元 的 棉 花 机 摘 锭 价 格 降 至 不 到 20

元。”通过持续大力投入，2017 年，该公司研制出

的三行厢式采棉机批量上市；随后，又持续投入

研发六行打包式采棉机。

“六行打包式采棉机是第三次技术革新，从

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迈进。其导航作业让驾

驶员更加轻松，棉厢压力达 2 吨多后自动打包，

降低了棉花含杂率，这促使国产采棉机的采净

率、持续作业、打包存放等能力与国外进口机相

媲美。”段其森说，目前，采棉机设备国产化率达

到 90%以上，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以六行打包式

采棉机为例，同类进口采棉机价格要 700 多万

元，国产机价格要 450 多万元，经过农机补贴后，

农户仅需支付 390 多万元。

除了新疆天鹅农机之外，铁建重工新疆有限

公司、新疆钵施然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国产

采棉机生产企业也相继落户新疆。

国产采棉机“补链”后，兵团具有传统优势的

犁地、播种、残膜回收等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也驶

入了产品更新换代“快车道”。

在石河子市的鑫昌盛农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永平正在了解最新式秸秆残膜回收机的农户

使用反馈信息，“公司投入 700 多万元研发残膜

回收机。今年产品推出第一年，生产了 30 台机

器用于新疆棉田。前期，农户反馈残膜缠绕引起

故障，我们通过改进工艺降低了故障率。下一步

要在稳定结构上下功夫，让种植户用着放心”。

这家企业最早从研发棉花播种机

做 起 。“起 初 ，棉 花 种 植 不 铺 膜 ，一 穴 多

粒。后来增加了地膜、滴灌带，实现了一

穴一粒精良播种。现在，播种机已经发展

到第十代，实现铺地膜、整理膜床、精良播

种、镇压等多种工序一次性完成。如今，最

新的 3 膜 18 行播种机一天可作业 200 亩地。”

马永平说。

为跟上棉花种植机械化发展步伐，他们已持

续 5 年拿出年销售额的 4%——500 多万元，开展

产品研发，获批专利 60 余项。目前，他们能生产精

量铺膜播种机、气吸式铺膜播种机、联合整地机、

残膜回收机等系列农机产品，并实现产品出口。

抱团发展创新不断

“刚到的三车尿素已经送到社员家了，下一

步要关注棉种价格，让社员及时得到更多实惠。”

第八师石河子市石河子总场北泉镇鸿兴翔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润正忙着联系购买明年的

棉花种植农资。

“团场改革后，职工在农业生产中有了更多

自主权，利益得到更多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想要发挥棉花机械种植优势，职工抱团发展

好处更多。”2018 年 1 月，周润成立了北泉镇第一

个由职工自主组建的农工专业合作社，目前已有

523 户社员，拥有农机具 180 多台，耕地面积达

54700 亩。

周润告诉记者，职工自发进入合作社后，土

地仍然归职工承包，合作社通过市场化统一采购

农资，统一提供农机服务，鼓励大家标准化种植

棉花。今年，社员们与普通职工相比，在农资与农

业机械作业上每亩节省成本 70 多元。此外，统一

棉种后，棉花品质得以提高，他们的棉花每公斤

售价高于市场价 0.2 元。去年，他们还成立了轧花

厂，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与“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令职工受益。

为促进职工增收致富，兵团施行了一系列团

场综合配套改革。职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抱团

发展，带动了农民合作社兴起。

在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四十四团十八连，为支

持连队农机合作社发展，他们出资 140 多万元作

为发展基金，借贷给有农机驾驶技能与购买农机

意愿的职工。目前，他们拥有 10 台大马力拖拉

机、播种机、打药机等农机设备，是当地职工购买

农机服务的首选。

农业机械制造企业也更加注重农机技术改造

与售后服务。“如今，制造农机要更多考虑农户的

需求。”石河子市鑫昌盛农机有限公司的技术员马

永告诉记者，2018 年，农户在棉花种植中发现，种

行上不覆土，具有利于棉花出苗等优点。他们根

据农户使用反馈，用时两年改进生产出种行侧覆

土播种机，累计推广销售 3000 余台，获批技术专

利 12项。2020年，这项技术获得兵团 60万元项目

补助。每年春耕时，他们都会派出 70%的员工到

田间地头服务指导，帮助农民用好机械。

“大型化、集约化、高效化是现代农业发展趋

势。”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所长汤智

辉建议，要巩固提升棉花机械化发展带来的产业

优势，加大职工转向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适应

棉花产业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智慧化发展的同

时，巩固提升现有农机机械化体系作业能力，引

导支持企业加快向精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

转型；还要引导支持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发展，坚

持抱团发展理念，精准对接棉花加工企业，形成

利益共同体，提高兵团棉花产业市场竞争力。

图为图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机采棉采收现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机采棉采收现场。。 王俊龙王俊龙摄摄

在新疆东方在新疆东方

前海棉花股份有前海棉花股份有

限公司分公司轧限公司分公司轧

花厂花厂，，工人们正工人们正

在使用信息化中在使用信息化中

控平台开展皮棉控平台开展皮棉

加工加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呈忠马呈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