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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南洛阳的甘蔗联合收割机平稳运
行在广西蔗田；国内首个6行自走式采棉机
开进了新疆广袤的棉田；20年如一日打造的
拖拉机液压提升器有效提升了整机品质……

中国制造的农机装备如今遍布神州大
地。农机装备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挥着关键性支撑作用。中
小农机企业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小巨人”
的？本报记者在采访后发现，认准道路后“风
雨兼程”，是众多农机装备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创新路上的真实写照。

填空白：细分赛道精耕细作

为什么是甘蔗收割机？洛阳辰汉农业科
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洛阳辰汉）董事长
张长献向记者回忆起漫长的创业和产品研发
之路。

2008年秋，在农机行业打拼多年的张长
献带领团队从河南洛阳南下广西。实地考察
中，他发现国产甘蔗收割机尚属行业空白领
域，国外虽有类似机械，但价格昂贵，且引
进中国还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如何做一
款既匹配本土耕地情况又让老百姓买得起的
甘蔗收割机？

“每次去广西做试验，都会累瘦一整圈。”
从2008年到2015年，张长献所在的创业团队
展开了 7 轮提升产品性能的研发工作。虽然
对创业艰难早有心理准备，可期间经历的 3
次重大技术路线变革，对这个中年人来说仍
然意味着不小的考验。

从担心机器压坏甘蔗地到农户主动掏钱
购买，研制出 4CQ-130 型切段式甘蔗联合
收割机、7YG-15 自卸式运蔗挂车等多项产

品的洛阳辰汉，如今在甘蔗机械化收割领
域，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并获得40余
项研发专利，张长献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
蜜事业”。

做园林工具起家的陈勇，则从浙江出发
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在2009年来到盛产棉花
的新疆。

怀着为西部大开发贡献一份力量的初
心，陈勇牵头成立了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
份有限公司 （下称钵施然）。从生产只能单
行行走、“转弯困难”的单头式采棉机，到研
制出适用新疆地貌的 3 行采棉机、进而实现
国内首个 6 行自走式采棉机自主研发、生
产，钵施然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单打冠
军”之路。

“满足新疆老百姓的需求，是我们在研
发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陈勇介绍，公
司的产品创新，有不少创意来自农户。“采
棉机用久了容易在进气口、发动机等处残留
棉渣，收到农户反馈后，工程师随即针对
性设计了自动清洗装置，有效延长了机械
使用寿命。”

采棉机是否好用，主要看两大指标：含
渣率用于评定棉花采摘时是否采入其他杂
质，采净率则用来衡量棉梗上的棉花是否采
摘干净。进口采棉机采净率一般为 91%至
93%，而钵施然研制的6行自走式采棉机的采
净率高达97%。

“农机装备的研发可以找到多个细分赛
道。”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杨敏丽教授说，“国际上在用农机装
备产品接近 8000 种，而我国研发和在用农机
产品不到4000种。未来，如适用于丘陵山区地
貌的中小型履带式籽粒直收玉米收获机和小
型履带式折腰转向拖拉机等，都是创新方向。”

锻长板：产品创新再进一步

整机的高品质离不开高质量零部件。山
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弘宇农机）
就是一家专注于农机装备零部件制造的企业。

“20 多年来，公司只做一件事，就是拖
拉机液压提升器的生产。”原先效益欠佳的纺
织机械、建筑机械等产品线，弘宇农机果断
砍掉，公司副总经理刘志鸿说：“走专业化道
路才能站稳脚跟。”

拖拉机液压提升器是农用拖拉机的核心
零部件之一，主要用于连接拖拉机与农机。
液压作为动力能有效控制农机升降，以实现
农机装备的田间精细化作业。

“在拖拉机产业链上，经过技术人员严格
把关，我们生产的液压提升器作为关键一环，
保障了下游整机的产品质量。”刘志鸿说。

事实证明，弘宇农机选择了一条适合自
身发展的道路。刘志鸿介绍，经过不断的技
术研发，目前公司生产的液压提升器品类多
达 500 余种。公司不仅和国内大型拖拉机企
业如潍柴雷沃重工、中国一拖等建立合作关
系，还被列入国际大型农机品牌的采购目
录，进入全球产业链。

细分领域的“小巨人”们，在保持行业领先
地位的同时，更看重如何“跑赢”未来的比赛。

“我们已经开发出适用于无人驾驶拖拉机
的电液提升器。”刘志鸿对公司的技术颇具信
心，“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过程
中，人工智能将逐步应用于拖拉机行业，而
我们的技术团队早在几年前就已做好相关准
备，研发走在市场需求之前。”

对创新的重视，正成为多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农机装备企业的“共同发力点”。
“采棉机之外，我们还计划借助物联网技

术，以信息化管理方式为棉花产业提供一体
化服务。”陈勇介绍，目前多家高校、科研机
构为钵施然提供研发理论支持，并由工程师
队伍付诸实践，应用于采棉一线作业，“从保证
棉花种植质量到采摘后的质地管控，我们希望
能打响新疆棉花的金字招牌。”

张长献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东南
亚甘蔗收割机械化率较低，我们向越南出口
了几台产品作为试点。进一步改进、提升产
品性能，开拓国外市场是下一步的重点发展
方向。”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对标发达
工业国家，我国农机装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内甘蔗生产机械化行业创新还应向前再
进一步。

新机遇：期待更多“小巨人”

“国家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不仅对弘宇农机意义重大，对中小企业整体
的快速成长也影响深远。”刘志鸿说，中国虽
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但在许多细
分行业还存在差距，中小企业在专精特新这
条路上，急需国家的政策引导和支持。

“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将通过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排 100 亿元以上奖补
资金，分三批 （每批不超过 3 年） 重点支持
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企业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此外，北京证券交易所 （下称北交所）
的正式开市也为这些企业带来更多信心。在
张长献看来，北交所明确将服务重心放在支
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上，工信部认定的三

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在资本市场迎
来重要发展机遇。

中小企业正在成为农机装备创新的“源头
活水”。“‘小巨人’名单上的农机企业还是偏
少。”在杨敏丽看来，未进入榜单的中小农机装
备企业中，还有不少“实力派”“潜力股”。

青岛洪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可以生产马
铃薯播种、培土、杀秧、收获全过程农机
具。“总经理吴洪珠是农民企业家，他扎根几
十年研究出的小型马铃薯机械，契合市场需
求，已成为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的‘头牌’。”杨
敏丽说。

青岛璐璐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同样让人印
象深刻。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李志敏苦心研发
5 年，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创新之路。他发明
的辣椒剪把机不仅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近
年还远销印度、越南等海外市场。

“不少中小农机装备企业生产的产品极
具特色，且公司具有相关研发基础。像这
类企业应主动申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进一步扩大市场竞争力。”杨敏丽建
议，还应重点扶持农机零部件企业，助推
其参与全球农机供应链，进入零部件龙头
企业行列。

独木不成林。杨敏丽认为，中小农机装
备企业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农机行业的整体协
调发展。未来应“扶弱助强”，打造大中小企
业优势互补、专业分工、产业链协同的农机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十四五”期间，中国还将培育百万家创
新型中小企业、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千家单
项冠军企业。相信随着相关政策进一步完
善，更多特色农机装备公司将出现在新榜
单上。

日前，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传来好消息：秋粮
增产已成定局，全年粮食生产将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考虑到今年多地受严重旱涝灾害
影响，这一成绩尤为来之不易。粮食连年丰产增收，
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重要因素。2003 年至今，
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 33.5%提高到超
7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总体上也已基本实现机
械化，中国正加速向农业各产业全面机械化推进。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
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化，很难想象我们的饭碗如何端
得稳。

不过，只有机械化还不够，无法把农民从“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辛劳中彻底解放出来，如果做农民缺乏足
够的吸引力，从事农业生产就仍会面临劳动力短缺。
要让农民成为令人向往、有吸引力的职业，还需要智
能化，给农机插上科技的翅膀，给农业增加更多科技
含量。

机械化和智能化差别何在？以水果采摘为例，从

树上采摘，放到筐里，收集入库，这个动作是简单劳
动。机械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用人搭梯子爬到树
上去，高处矮处的果子，机械手全都能采到。但是遇
到复杂一点的情况，机械手就无能为力了，比如哪个
果子成熟了可以采摘？采下来的果子如何按大小、颜
色分类？这需要思考和判断，需要人来分拣，这是复
杂劳动。对人而言，这也是重复枯燥的工作。要把人
从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高级的劳动，需要智能化。
比如运用视觉识别系统，这就不再是简单的机械化能
解决的问题。

机械化和智能化结合，正是未来农业包括农机

装备发力的方向。当采收环节实现机械化后，能不
能把机械化和智能化贯穿到“耕、种、管、收、运”的生
产全链条？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业装备生产和使
用大国，但高端装备产业国产化、自主化水平较低依
然是制约发展的短板。在全球农机市场，中国农机装
备产业如何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继而成为“领跑”，
是“十四五”期间的重大课题。农业机械未来的发展任
务，不仅包含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机装备，还要集成
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和成套设备，推促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农机装备制
造业结合，推进农业生产全过程解决方案，研发具有

信息获取、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的新一代农机装
备，这对国产农机装备企业来说，意味着广阔市场和
无限机遇。

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也催生了大量新型农
民。随着传统农业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快，
越来越多的新岗位在农村生根发芽。君不见，手机已
成新农具，直播已是新农活。农民坐在家里动动手指
就能给田里补水施肥，腾出更多时间自主选择。有人
回家乡做起“飞手”，通过无人机技术为农田实施喷
灌，利用科技手段提高植保效率；还有人走出田间地
头摸索电商门路，售卖特色农产品。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正在走上乡村振兴的
历史舞台。

在机械化和智能化
趋势下，农机有了科技
这双翅膀的助力，新型
农民一定能成为令人向
往的新职业。

今年7月，工信部公布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至此
“小巨人”企业数量已达4762家。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强调专精
特新，就是要鼓励企业创新，做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随着越来越多支持政策的出台，具有技术创
新实力的中小企业迎来发展的春天。在此背景下，中小企业如何把握
时代机遇，走好“专精特新”之路，助力高质量发展？本报今起推出

“‘小巨人’的进击之路”系列报道，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与您一起探寻
“小巨人”们苦练内功、奋力创新、成为“单打冠军”“配套专家”的故事。

“小巨人”的进击之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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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行业空白，发挥“长板”优势,中小企业正在成为——

农机装备创新的“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龚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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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入
选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该公司生产的甘蔗收获机、拖拉机等农机订
单量增长迅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图
为工人在甘蔗收获机生产线前忙碌。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弘宇农机生产车间。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