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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所所志》是《山西省农业机械志》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的问世，为我们研究山西农机化发展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建所32年来，山西省农机化所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它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发展过程，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在建所前夕，仅有几位同志搞改良

农具的推广。建所后，不仅人员逐渐增多，且逐步发展到搞半机械化、机械化

农机具的产品开发和研制，在60年代初，省农机所为我省发展农业机械化提

供了一批新的农机具型号和图纸技术资料。随着我省农机化事业的发展，省农

机化所逐步得到扩充和加强，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想农民所想，急农业所急，

理论联系实际，蹲在山区，干在工厂，组织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办所，不计

报酬，不争名利，以苦为乐，以干为荣。几十年的科学实验，培养和锻炼了一

支热爱农机化事业和具有现代化科技知识的科技队伍。目前，省农机化所的研

究开发领域日益扩大，不仅承担农机具的开发研究，还承担农机化发展战略等

软科学的研究；不仅承担田间作业机具的研制，同时还承担农、林、牧、副、

渔、食品加工等行业机械化配套机具和成套设备的研究。真可谓成果累累、人

才济济，效益倍增。省农机化所在我省农机化事业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有目

共睹的。

我们不应忘记过去。今天的成就，是许许多多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前赴

后继、艰苦奋斗、苦心钻研、辛勤劳动、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勤俭办科研事

业的可贵精神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

回顾过去，心潮澎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山西省农机化所为了加速我

省农机化科研进程，在众多曾在所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下，组织编辑出

版了《LLI西省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所所志》。这本“所志”把山西省唯一的省

级农机化研究所32年的创业与发展过程和出成果、出人才的历史成就以及所

取得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让丰碑矗立、典范长存。这不仅使现

在的、后继的农机科研工作者，甚至所有的展卷者都能从中受到教益，从而陶

冶情操，温故知新，消化吸收，鼓舞斗志，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我省农

机化事业的腾飞去奉献，去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以及科技先辈们的英雄业绩。

最后，我愿向一切为“所志”提供资料、撰写稿件，以及审阅、编辑、出

版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回顾与展望

张辅仁

山西省农机化所建所。32年来，由一个仅有十几个人、住的是土墙泥顶的

简陋房屋，几乎没有仪器、样机，又缺少科研经验的条件下，发展到现在拥有

职工200余人、固定资产达500多万元、占地140余亩、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

米，备有成套样机、设备、仪器和齐全的图书资料等良好的科研条件，成为全

省的农机科技中心。这个变化确实是巨大的，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优

越性。‘
’

-山西省农机化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开始时缺乏科学研究的经验，在选

题和课题方案的制定上曾追求过高指标，急于求成，忽视现实情况。科技人员

很快从实践中得到了教训，进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吸收国内外

先进技术，精心设计，加强试验：由此，一大批既有研究能力又能组织群众开

展科技工作的人才涌现出来。到70年代，省农机化所在农机科学技术上已成

为全省的中心，它不仅指导地、县农机所工作，同时还参与全省农机产品的规

划、设计，提供主要生产型号的图纸，指导了农机工业的生产，为我省农业提

供了大量的优质、价低、适用的农机具，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对农机科研起了促进作用，科研的自主权扩大了，选题实行了技术合同制，从

而进一步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使科研与生

产更加密切结合，目前，省农机化所在科技兴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大道上

稳步发展。 ，

回顾和总结我们从事农机科技管理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

选题、制定课题方案，必须符合我省实际，从当前当地出发，试制、试验要选

点准确，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科研速度。其次，应以任务促人才的培养，使出成

果和出人才紧密结合起来。老科技人员同新科技人员深入实际，把课题任务压

在承担人员的肩上，才能保证课题任务的完成和人才的脱颖而出。越是艰难的

项目越能锻炼提高科技人员的工作能力。第g-．，加强科研条件的建设，包括办



公室、试验室、样机、设备、仪器、图书资料、期刊出版和住房等生活服务设

施的建设，使科技人员有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活环境，从而加速科技人员成长，

加速科研工作的进度。第四，在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应加强与外部的工作联系，

除与中央、省、地的主管部门，生产、计划、科技主管部门、生产企业、科研

单位、大专院校等互通信息，获取情况外，还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力争项目和

资金的倾斜；还应与国外农机企业界、学术界、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广泛

联系。开展学术交流和互访活动，坚持洋为中用，推动我省农机科of_r_作的发

展和水平的提高。

32年的实践表明，省农机化所已成为山西省农机化事业中不可缺少的_

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前大力强调科技兴晋，科技兴农，依靠科技进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形势下，要想将依靠手工劳动的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

的农业，让千千万万个农户过上小康日子，除生产中尚缺门的机具需要研究填

平补齐外，现有大量的常规产品也需要改进提高、更新换代，以高效、节能的

产品来替代。这些任务对省农机化所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也是省农机化所和省

内其它农机科技部门有能力完成的。预祝省农机化所在“tx．．js_”期间对全省农

业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继往开来 开拓前进

王金玉

山西省农机化所成立于1958年10月，至今已有32年的创业史。

32年来，山西省农机化所在省农机局、省科委等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

经过全所职工的团结奋斗，艰苦努力，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已形成具有相当规

模的省级综合性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机构，承担着全省的农业机械化、农田作

业机械、农副产品加i机械、养殖机械及设备、水利排灌机械、农用运输机械、

修理工艺与材料、农机测试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设计、开发及应用工作，一同时

还承担着农机情报、标准化、《山西农机》杂志的编辑出版等行业技术工作。

32年来，山西省农机化所的工作，本着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农民

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坚持为山西省的农机工业和农机

化事业服务的发展方向，以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为己任，走科研与生产相

结合的道路，共开展各类科技课题的试验研究400项，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91

项。在这些成果中，获得各级领导部门奖励的共有96项，其中获得国家级科

技进步(成果)奖励的有8项，部、省级科技进步(成果)奖的有41项，地

(市)厅局级科技成果奖励的有47项。不少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填补了国

内空白。其中QJ系列高效节能潜水电泵、PKC型快速拆装喷灌管道系统、系

列化塑料薄膜容器制作设备的开发研究等成果达到80年代国际同类产品的

先进水平。从1980年以来，本所的科研成果转让到7省50多个工厂生产推

广，年创产值近l亿元，年创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在出成果、出效益的同时，还锻炼和造就了一批有较高思想觉悟、良好技术素

质的科技、业务人员组成的职工队伍，他们终身立志于农机化事业，无私地奉

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长期的工作中，本所培养和树立了“团结、务实、勤

奋、廉洁"的所风。依照人才合理流动的原则，向有关部门输送了一大批优秀

的科技、管理、业务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西省农机化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山耐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科技体制

改革的实施方案”，坚持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

为振兴山西农村经济服务，在科研工作中逐步拓宽服务领域，坚持以农田作业

机械、旱作农业机械和节能、节水的水利排灌机械为主攻方向。同时加强了农

机化技术经济政策、养殖业机械、农副产品深度加工机械、食品机械和农机旧
件修复及材料工艺的研究、开发。依照技工贸一体化原则，创建了山西省农机

所堆焊修复站和山西省通利水泵联合服务部，为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有关农

机化的政策和普及农机知识，推广新机具、新工艺、新技术，改山西农机编辑

部为山西农机杂志社，编辑、出版了、《山西农机》．双月刊，每期发行量达10

万份以上。 ‘ ·

．

．三十而立。创建32年的山西省农机化所已成长壮大，为山西农机化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此，我向为山西省农机化所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同

志们，特别是老一辈的创业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00年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农业生

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将上一个新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机械化事

业必将得到新的发展。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山西省农机化所一定要继往

开来，开拓前进。全所职工一定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认真贯彻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实

‘行科研与生产相结合，走技工贸一体化的道路，在努力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

不断增强本所经济实力，‘增强科研后劲，提高科技水平，要继续发扬“团结、

务实、勤奋、廉洁”的优良作风，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山西省农机化所的兴旺发达，为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出效益，为科技兴

晋，科技兴农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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