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成义——为提升西藏农机化水平挥洒汗水 无怨无悔 

  “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农机作业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这是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开展的青稞生产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现场会,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亲自参加。 看

到全程高效机械化收获、深耕、播种作业和农牧民丰收喜悦的笑脸，吴书记高兴地说：“看到了这一切，就看到了西藏农机化发展的希望啊！”听到书记对西藏农机化工作褒奖和期待,

援藏干部钟成义倍感温暖和欣慰。 

  2016 年 7 月，作为农业农村部第八批援藏干部，钟成义牢记领导的嘱托，带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适应新环境，积极拓展新事业”的誓词，来到这片雪域高原。决心满怀

激情，与当地干部一道，全心全意融入雪域高原，无私无畏贡献绵薄力量。 

  激情终归是激情，毕竟是在高原工作，身体和心理忍受缺氧的煎熬，是所有援藏干部必须要经历的必修课。初来西藏第 3 天，农业农村部同来的两位同志就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并

住进了医院。一下子，忧心忡忡的气氛笼罩着大家，激情很快被担忧取代。“来了是干什么的？”，“特别能吃苦的老西藏精神哪去了？”，“缺氧但不缺精神”，农业农村部的援藏

干部互相鼓励，来了就是要干事，来了就必须干成事，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要挺着。 

  为更好的了解西藏农机化工作需求，钟成义深入田间地头，与农牧民聊天，了解当地农机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看到西藏农牧民依然采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手工方式收割青稞，

依然采用“二牛抬杠”的传统方式耕作土地，困惑一直萦绕在钟成义的心头，要提升西藏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自己该从哪里入手呢？ 

   

  在林芝市朗县与农机大户了解机具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西藏农作物生产的自然条件、种植习惯等与内地有较大差异，西藏没有农机生产制造企业，从内地运来的许多农业机械不符合农牧民使用习惯，需要开展农业机械适应性改进工作。

针对上述情况，钟成义撰写了“关于开展全区耕地草场农业生产机械适应性研究，进一步提升农机改造升级工作水平系列工作思路的请示”，受到自治区领导高度肯定，作了“农业机

械要根据高原种植特性，为农牧民量身定做”的指示。 

  得到领导的肯定，就为进一步开展适应性改进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2017 年 4 月，钟成义联系派出单位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凯斯纽荷兰（中

国）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赴全区 4 个市 9 个县开展农机适应性问题专题调研。通过发放调研问卷、召开座谈会以及现场实地调查等形式开展，共发放调研问卷 109 份，

召开专题座谈会 9 场，实地走访合作社 11 家。撰写了 2 份调研报告，提出了 23 项适应性改进措施，为西藏科研部门开展适应性改进研究立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藏农业农村厅开展农机适应性问题专题调研总结 



  为宣传示范内地高效先进农业机械，做好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工作，提高农牧民全程机械化生产意识，钟成义以农业农村部“农业技术示范与服务支持项目”为依托，克服重重困

难，先后在拉萨市曲水县和林周县、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建立了 4 个青稞和牧草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多次在农业农村厅领导的统一安排下牵头组织开展全程机械化试验

示范工作，包括本文开始提到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亲自参加的全程机械化示范现场会。 

   

  与农业农村厅领导一起向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 

  汇报农机化工作开展情况 

  提升机械化发展水平，必须有好的指导性文件。根据自治区领导指示和统一安排，2019 年 5 月，钟成义牵头组织农业农村厅、经信厅、财政厅、林草局、农科院、农牧学院共 6 个

部门，组成 3 个调研组，分赴全区 6 市，调研了解各地市农机化发展状况及实际需求，汇总撰写了“农业农村厅关于推进我区农机化转型升级工作的调研报告”。以调研结果为依据，

钟成义协助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撰写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向自治区各地（市）行署（人

民政府）和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发布。 

  为更好的推动脱贫攻坚工作，钟成义还积极发挥自己桥梁纽带优势，联系派出单位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为农业农村厅强基惠民办公室争取 20 万元扶贫资金。联系国

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研究室，在山南市扎囊县孟嘎荣农机合作社建立青稞生产全程机械化研发基地。为更好的协助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在西藏开展“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特色农业扶贫工作”，联系昌都市和日喀则市农业农村部门，梳理当地贫困地区机械化生产技术需求，为我院“三区三州”扶贫工作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扶贫资金捐赠仪式 

  搞好民族团结也是援藏干部的重要职责，钟成义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索金乡巴项村的次旺家和达瓦普次家组成结对帮扶户，开展走访慰问，努力帮助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困

难。 



   

  在帮扶户次旺家了解家庭困难和小孩学习情况 

  在西藏工作一步三喘是苦，每次离开家时面对家人留恋的目光是不舍，但又有什么能抵挡得了参与援藏大业的自豪，又有什么能阻挡得了实现人生价值决心？为继续推动西藏农机

化工作发展，延续与西藏未了的情缘，钟成义向领导申请由第八批援藏干部转为第九批援藏干部并得到了领导批准。 

  滚滚雅江水，悠悠援藏情。开展援藏工作是促进西藏实现长治久安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党中央做出的英明决定。红心向着党，就要尽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提升西

藏农机化发展水平，就是为党尽忠。当有人向钟成义道辛苦，钟成义总是说“能投身到援藏大业中来，为援藏大业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再苦再累也值

得。” 

 


	钟成义——为提升西藏农机化水平挥洒汗水 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