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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农委办发〔2023〕6 号

中共淄博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市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区县委农办，高新区农业农村事业中心、南部生态产业新城发

展中心农业农村事业部、文昌湖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市直

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应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做好小麦抢收和

烘干晾晒储存应急处置工作，制定了《全市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

储存应急处置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淄博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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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应急处置预案

为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雨后机收不顺、小麦含水量较高、烘

干设备供需失衡、烘后储藏场地不足等不利情况，努力确保夏粮

颗粒归仓，制定本预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密切关注和科学研判“三夏”期间

天气变化，加强部门配合和市、县、镇三级联动，精准指导、科

学调度、快速反应，统筹用好全市收获、烘干等各类农业机械设

备以及相关风干、晾晒、仓储等场所资源，全力做好小麦农机抢

收、湿粮烘干晾晒应急准备，确保用 15-20 天时间基本完成小麦

机收任务，保证全市小麦颗粒归仓。

二、应急抢收

（一）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部门要

切实做好“三夏”气象服务，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针

对有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农业农村部门要科学研判，组织发

动合作社、种粮大户、农业经营组织、公司等各方力量，及时开

展抢收，降低灾害损失。

（二）加强机具应急储备。强化机具调度，确保机械调得出、

回得来，切实稳定本地机械、吸引外来机械，全力保障应急抢收

需求。充分发挥 52 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作用，随时投入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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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收。抢收过程中，镇、村要明确专人负责，分农户、分地块做

好机具供需对接，登记造册，动态更新，做到收割一块、销号一

块，确保不留“空白”和“死角”。

（三）加强抢排抢收。对连续多日阴雨天气造成田间积水的，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乡镇、合作社等逐个地块排查，调度适

宜排涝机具，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为收获机械进地作

业创造条件，迅速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边排水

边收割，做到排水一块、抢收一块，防止小麦发芽霉变。对排水

不畅、履带式收割机不能及时收获的地块，及时召集人工抢收，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四）加强技术指导。对小麦倒伏严重地块，农业农村部门

要及时发布倒伏小麦机收作业技术要点，指导机手调试机具，采

取压低割台、降低车速、逆向收割等方式，减少机收损失。对有

萌动发芽迹象的小麦，含水量降到适宜程度后，要立即组织机械

抢收，实现应收尽收。

（五）加强机具调配。要建立完善市县联动的机具调配机制，

强化区域协调，提高机收能力。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优先组织本

区域机具参与抢收。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统筹，根据需要及

时启动市级预案，就近调度机具机手抢收，并报请省级协调周边

市县进行支援。市农业农村局要及时向市政府和省农业农村厅报

告全市机具调配情况，在全市范围内加大机具调配力度，必要时

及时协调周边临近省市就近给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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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抢收服务。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做好“三夏”期间

应急抢收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要做好公路通行服务保障，开辟农

业机械运输和湿粮转运“绿色通道”，确保农机具跨区作业通畅、

湿粮转运及时；商务部门协调石油石化企业要做好用油保障，组

织成立用油服务队，送油到田间地头，做到不限时、不限量、不

加价；公安部门要加强治安管理，依法处置突发治安案件；应急

管理部门要强化应急处置，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农机生产安全事故

处置工作。金融监管部门要督促保险机构，简化理赔程序，加快

理赔进度，为开展小麦抢收提供资金支持。

三、应急烘干

（一）做好设备和场所准备。在摸清全市现有烘干设备底数

的基础上，指导区县精准绘制烘干服务网点“地图”并向社会公开

发布，确定常规服务半径，制定应急状态下的跨区共享或调配方

案，确保能及时高效满足需要。充分发挥粮食烘干中心作用，重

点帮扶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好小麦烘干准

备工作。同时，全面做好晾晒场所摸底，充分利用文化广场、学

校操场、房前屋后、平整房顶、企业空置厂房等各类场所，必要

时采取在田间地头铺设防水布等方式，增加粮食晾晒场地，防止

直接堆积造成发热霉变。

（二）科学指导分类烘干。根据小麦含水量情况，区分烘干

先后顺序，分类实施烘干。对含水量超过 20%的，利用产地烘干

设备和移动烘干机，就地就近开展烘干；对含水量在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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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利用通风设施、干燥仓等，进行通风去水晾晒;对含水

量在 15%以下的，通过晾晒方式自然干燥。

（三）深入挖掘烘储潜能。加强资源统筹调配，按照市内共

享、市际互助、远近结合、多方互动的原则，最大限度挖掘烘干

潜能。本地烘干能力不足时，及时向周边区域合理转运湿粮，进

行异地烘干，做到转运迅速、烘干及时、仓储有地。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要协调大型粮食收储企业、地方粮库，发挥烘干装备力

量强的优势，加大湿粮收购力度，及时开展烘干、仓储。

（四）做好支持配合。财政部门要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政策，加大市级财政资金支持，对购置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

给予优先补贴，应补尽补；发改部门要会同能源部门指导电网企

业做好烘干设施用电保障，确保烘干设施用电需求；住建部门要

督促城燃企业做好烘干设施用气保障，积极做好供气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部门要完善烘干中心（点）环保评估。应急救灾烘干作

业时允许采用燃煤、热泵、电加热、生物质燃料、天然气等各种

热源；供销部门要做好本系统烘干设施调度，全力支持应急烘干；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提升粮食收储调控能力，确保农民种粮卖

得出、卖得好。

（五）加强烘干能力建设。认真落实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

《关于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的意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粮食烘干中心（点）建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投资兴建粮食烘干中心（点）。充分发挥已建成的 13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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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机的作用，加快在建烘干机的建设进度，争取尽快投入使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全市小麦

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应急处置工作专班，发改、公安、财政、住

建、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商务、应急管理、金融监管、粮食和

物资储备、供销、气象等部门、单位参与，每日调度情况，定期

研究会商，共同做好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应急处置工作。各

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制定应急预案，

负责辖区内应急处置工作。“三夏”期间，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开通机收和烘干服务热线，及时受

理处置突发情况。

（二）强化部门协同。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按

照预案要求，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协调沟通，增强工作合力，确

保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三）做好舆论引导。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密切舆情监测，

加强分析研判，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为应急处置工作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附件:淄博市“三夏”小麦机收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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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淄博市“三夏”小麦机收值班电话

序号 市/县（区） 联系方式

1 淄博市 0533-2122130

2 张店区 0533-2830907

3 淄川区 0533-5180791

4 博山区 0533-4182350

5 周村区 0533-6195896

6 临淄区 0533-7662106

7 桓台县 0533-8160468

8 高青县 0533-6962874

9 沂源县 0533-3242209

10 高新区 0533-2341056

11 经开区 0533-7013998

12 文昌湖区 0533-688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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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淄博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