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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农村部特色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 

2022 年工作方案 

 

2022 年，农业农村部特色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

（以下简称“专家组”）将按照《“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规划》要求，围绕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农业农村部农

业机械化总站 2022 年工作要点，积极开展蔬菜、林果、茶叶、

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研究和各产业

机械化发展形势分析研判，适时举办全程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

充分发挥专家在决策咨询、技术指导、培训交流、验收考核等方

面的支撑服务作用，持续推进我国农机装备补短板和农业机械化

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新

贡献。全年工作方案如下： 

一、开展专题调研和推进活动 

各专业组围绕特色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环节瓶颈

问题，深入田间地头、装备生产企业、技术研发单位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专题调研，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及时提

出对策与建议；分作物、分区域举办全程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

开展面向基层农机人员、新型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户的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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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 

二、提供重大事项专家咨询 

各专业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负责制定本专业组年度工作

计划并组织实施。各成员服从组长安排，结合各自优势开展工作，

主动将本产业体系、本单位、所在省域特色经济作物机械化的内

容与专业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支持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

司和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工作，提供重大事项专家咨询等

技术支撑。 

一是加强政策研究，关注行业发展，分蔬菜、林果、茶叶、

中药材 4 大类编写《2022 年特色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报

告》和各专业组年度工作总结。每名专家成员要完成 1篇以上特

色经济作物机械化生产情况和装备研发情况调研报告。 

二是以专家所在领域和区域为重点，聚焦典型品种生产全程

机械化关键环节，总结、提炼一批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

例，其中蔬菜 3-5 个、林果 3个、茶叶 3-5 个、中药材 5个，引

领特色经济作物机械化发展。 

三是推动“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有关经济作物

生产机械化政策落地见效，努力突破特色经济作物生产关键环节

机械化，推动蔬果茶中药材机械化发展。 

三、做好秘书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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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经作机械处作为专家组秘书处，

做好专家组的服务协调工作。 

一是加强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和农业农村部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的沟通，争取支特，为各专业组

有序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通过微信群、电话等形式加强与各专业组工作情况交

流，及时发现和解决各专业组工作问题，督促指导各专业组做好

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调研报告、工作简报、发展报告等上

报、整理和发布工作。 

三是组织开展专家组年度工作交流，发布特色经济作物全程

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研讨提出下一步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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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蔬菜专业组 2022 年工作方案 

 

积极开展南方叶菜、北方设施蔬菜，以及地方名优特色蔬菜

作物关键生产环节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研究、机械化栽培模式试验

验证、蔬菜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分析研判大宗蔬菜产业机械化

发展形势，为蔬菜稳产保供做出新贡献。 

一、开展蔬菜生产机械装备研究和机械化生产模式验证 

结合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专家组成员针对当地主要蔬

菜品种生产装备短缺情况，积极建议地方主管部门蔬菜装备引进

和研发立项，组织团队申请、承担装备研发项目。山东开展茄果

类、结球类蔬菜装备的研究与示范，探索辣椒毯状苗移栽新方式；

辽宁引进日光温室机械装备，进行温室蔬菜机械化生产试验示

范；宁夏开展菜心生产机械化模式试验。 

专家组成员分工负责总结典型蔬菜机械化生产模式（见附表

一），在对已发布的蔬菜机械化生产模式做好验证、示范工作的

基础上，补充完善技术内容和细节；积极开展其他蔬菜机械化生

产模式的总结和试验验证工作，提炼技术要点、配套措施和机械

装备配备方案，力争“十四五”发布蔬菜适宜品种全程机械化生

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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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蔬菜适宜品种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与典型案例分工表 

序号 蔬菜种类 责任人 

1 结球甘蓝 秦  贵 

2 花椰菜 陈永生 

3 绿叶菜类 夏海荣 

4 宁夏菜心 崔惠琴 

5 韭菜 张丽华、宋承琦 

6 设施茄果类 田素博 

7 辣椒 李衍素 

8 葱姜蒜类 马根众 

9 萝卜胡萝卜 钟凤林 

10 典型智能化 吴华瑞 

二、举办全程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 

蔬菜专业组根据当地蔬菜机械装备和机械化生产情况，分区

域、分品种、分环节举办蔬菜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见附表二），

展示演示关键技术、主要机型、全程机械化模式，开展专题技术

培训，邀请主产省份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相关农机生产企业代

表及周边基层农机技术人员、合作社理事长等现场观摩，加快先

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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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2022 年蔬菜专业组各项活动汇总表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联系人 

4 月 2022年蔬菜机械化发展论坛 山东寿光 陈永生 

5 月 

绿叶菜生产机械化现场会 上海 夏海荣 

福建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现场推进活动 福州琅岐 钟凤林 

全油菜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培训

班，蔬菜全程机械化推进活动 
湖北武汉 

张丽华 

吴传云 

辽宁日光温室生产机械化观摩会一 辽宁凌源 田素博 

宁夏韭菜收获及机械化演示推进活动 宁夏 崔惠琴 

6 月 
宁夏菜心机具新技术现场示范培训活动 宁夏 崔惠琴 

辽宁日光温室生产机械化观摩会二 辽宁黑山 田素博 

8 月 北京宜机化育苗智能管理技术观摩会 北京昌平 吴华瑞 

9 月 
辽宁日光温室生产机械化观摩会三 辽宁北票 田素博 

北京设施蔬菜机械化智能化技术观摩会 北京 秦  贵 

10 月 

北京露地蔬菜无人化收获技术观摩会 北京 吴华瑞 

湖北甘蓝类蔬菜生产机械化现场会 湖北武汉 吴华瑞 

绿叶菜固定道机械化生产模式观摩会 江苏南京 陈永生 

全国农机化主推技术现场演示活动，蔬

菜机械化作业演示 
天津 

吴传云 

陈永生 

各位专家结合自己工作或本辖区蔬菜机械化推进情况，积极

参与蔬菜生产机械化“科技下乡”“乡村振兴”“大学支农”等服

务活动、开展蔬菜机械化现场展示演示活动、蔬菜机械化技术培

训活动等，将蔬菜机械化推进行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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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蔬菜机械化专题调研 

蔬菜专业组成员针对我国蔬菜主产省份开展蔬菜全程机械

化发展情况调研，着重围绕蔬菜生产装备研发、购机扶持政策、

宜机化建设、机械化信息化融合、社会化服务等专题，每名专家

成员撰写一篇 1-2 份调研报告。 

四、开展蔬菜机械化专业咨询 

一是加强政策研究，关注蔬菜行业发展，编写 2022 年度蔬

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报告和专家组年度工作总结，分析发展现

状，预测趋势方向，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是以专家所在领域和区域重点，聚焦典型品种生产全程机

械化关键环节，以问题为导向，在前述调研、总结、提炼的基础

上，按照“适宜品种和区域、机械化生产技术路线、主要环节作

业要点与机具配置”，图文并茂地总结提炼形成 3-5 个蔬菜全程

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引领典型品种蔬菜生产机械化发

展。 

三是积极参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组织的全国设施

机械化生产典型模式与设施机械适用典型装备评选活动，协助推

出一批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典型模式和典型装备。积极参与“设

施农业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制定和创建

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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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林果专业组 2022 年工作方案 

 

林果专业组成员要与各地农业和农机部门技术人员、地方研

发团队、种植大户等形成“联合团队作战”，遴选特色林果标准

化、集成化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模式，针对产业发展新趋势和热

点开展林果机械的集成创新、示范应用，促进林果业机械化产、

学、研、用四位一体化发展，为林果业高速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一、遴选特色林果标准化、集成化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模式 

重点遴选渤海区域苹果、西北地区葡萄、华东区桃作为三大

特色林果品种，按照“适宜品种和区域、机械化生产技术路线、

主要环节作业要点与机具配置”，图文并茂地总结提炼形成全程

机械化生产装备技术模式与装备配置方案。在此基础上逐步推

进，力争“十四五”发布苹果、葡萄、柑橘、桃、板栗等林果适

宜品种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25 个。 

（一）渤海区域苹果高产高效技术集成 

渤海湾产区包括胶东半岛、山东产区、辽宁产区、河北产区

和北京、天津两市，是中国苹果栽培早、产量和面积最大、生产

水平最高的产区。当前渤海区域苹果生产技术一是需要不断提高

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二是改变当前传统的生产方式，围绕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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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和品质提升建立科学的生产技术体系。核心技术包括：低效

苹果园宜机化改造技术、苹果树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苹果

园机械化管理技术。 

（二）新疆、甘肃、宁夏等葡萄系列品种生产技术集成 

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气候、土壤与环境条件非常适合种植

葡萄，南方地区鲜食葡萄设施种植规模发展趋势明显，且葡萄品

种多样化，葡萄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加快标准化

果园改造、规范化栽培和全程机械化技术提升已成为产业升级的

关键技术需求。核心技术包括：葡萄园宜机化改造提质技术、葡

萄园机械化管理技术、葡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三）阳山水蜜桃提质增效技术集成 

阳山水蜜桃，地方特色产品，地域性强、高品质、高效益，

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机械化生产技术模式是实现阳山水蜜桃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业效益的关键。核心技术包括：低效老桃园

改造提质技术、新建桃园宜机化改造技术、桃园机械化管理技术、

桃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二、针对产业发展新趋势和热点开展林果机械的集成创新、

示范应用 

（一）针对林果各环节机械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结合农

机装备“补短板”行动，组织专家对林果生产环节中机械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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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收获环节，例如苹果、梨、橘、桃等主产果种的收获装备

进行技术攻关和集成创新。 

（二）按照服务乡村振兴、巩固拓展成果、引领产业发展，

将江苏无锡、山西万荣、山西芮城、四川眉山、四川南充、新疆

和田等地作为重点地区，进行长期布点示范。 

三、发挥专家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林果业产、学、研、用

四位一体化发展 

（一）林果机械化技术调研 

分环节调研林果生产机械化现状，分析重点技术应用情况；

分区域提出林果生产机械化发展特点和重点，分析不同区域亟待

解决的机械化关键问题；针对农户、新型经营主体、龙头企业等

不同类型果园，分规模提出林果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策略和配套

方案，促进老龄低效果园更新和现代果园机械化技术集成。 

（二）林果机械化专题培训 

分模块开展机械化基础知识培训 4-5 场次，包括生产动力机

械、苗圃机械、果园生产管理（割草、施肥、水肥一体化）机械

装备、采收和运输机械、果园信息化（智能化）与防灾减灾设施

等知识模块，选择重点模块优先培训；多层次开展机械化技术讲

座和机具选型配套技术培训 5-6 次，主要分为领导干部、技术骨

干、高素质农民三个层次，包括农业和农机管理部门、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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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农机企业、果业大户、合作社和生产一线果农等技术人员；

多渠道开展机具观摩和现场活动 3-4 场次，主要是结合各地技术

培训、地头展、田间日等活动，线上、线下积极参与。 

（三）林果机械化标准制定 

1.机械产品标准，梳理林果生产管理各环节所用机具、装备，

尤其是新研发的机械装备，帮扶制造企业制定产品标准 1-2 项，

进行企业标准备案，提高产品质量。 

2.配套技术规程，针对林果优生区、适生区，以及不同果园

面积和生产管理规模，提出林果生产全程机械化配套技术规程、

机具维护管理等技术规范 2-3 项。 

3.作业质量标准，针对林果优质苗木培育、矮砧集约栽培建

园、果园生产管理等各环节，提出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质量标准

1-2 项，促进果园省力化和降低成本。 

（四）林果机械化决策咨询 

1.及时参与并完成农业农村部、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地级市和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提出的咨询需求4-5项。

及时完成产业技术体系和创新团队提出的各类咨询应急任务 1-2

项。年底按时提交年度产业发展报告、专题调研报告和专家组工

作总结。 

2.随时应林果生产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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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和农民等）的需求，采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提供机械化配

套、机具配备、企业对接等产品和技术咨询服务 20 余次。 

2022 年林果专业组活动计划表 

时间 示范区 工作内容 联系人 

7 月 甘肃庆阳 

全国田间日活动海升集团现代苹

果园机械化示范展示、北方果园机

械化推进活动 

吴传云 

曹光乔 

6-7 月 江苏无锡 
阳山水蜜桃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研

究与示范应用 
曹光乔 

6-8 月 
江西南昌、

泰和 

柑橘/设施葡萄种植等果园绿色高

产高效生产技术集成 
周坚 

7-9 月 河北保定 
渤海区域苹果高产高效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应用 
杨 欣 

8-9 月 
新疆、甘肃、

宁夏 

葡萄系列品种生产技术集成研究

与示范推广 

徐丽明 

赵景文 

8 月 重庆 
柑橘机械化技术推广研讨会、南方

果园机械化推进活动 

彭维钦 

吴传云 

9 月 湖北 
柑橘（柚子等）机械化生产技术试

验交流会 
宗望远 

待定 

山西万荣、

芮城 
果园全程机械化装备技术集成 许洪峰 

湖南 
丘陵山区特色林果轻简型装备技

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邓实承 

四川眉山、

南充 

晚熟柑橘机械化生产技术集成研

究与示范应用 
舒子成 

10月底 天津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联合中

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举办林果机

械化论坛 

曹光乔 

徐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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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茶叶专业组 2022 年工作方案 

 

积极开展茶园生产和茶叶加工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与装备

研究、机械化栽培模式试验验证、全程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持

续推进我国茶叶生产机械化发展。 

一、开展专题调研，总结提炼模式与案例 

在江北茶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各主产省份开

展全程机械化发展情况、茶园生产管理装备保有量和从业人员情

况调研，及时总结提炼标准化、宜机化茶园生产管理关键环节生

产技术规范，提出机械化、少人化生产模式和解决方案。在江苏

省选择 2-3 个茶园（拟选句容、溧阳等地）考察现代茶园建设及

生产机械化的现状。在福建省开展“三茶”统筹创新调研指导工

作、闽北乌龙茶机械化提质增效调研指导与下乡服务，推动 2-3

个茶叶“五新”示范推广基地建设。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宜

都市、十堰市房县推广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实施 3-5 个茶

叶试验示范机械化项目。在贵州省瓮安县开展技术指导与调研，

在遵义市实施茶园管护全程机械化技术应用试验示范项目。在安

徽省丘陵山区开展茶叶机械化送技术服务到地头活动、推动茶园

生产和茶叶加工机械化智能化技术示范、开展关键环节技术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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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调研。在云南省红河、普洱、大理、版纳、临沧等州市开展茶

叶生产机械化基地建设调研。在浙江省浙北、浙中、浙南，针对

不同生产加工模式分区域选择茶园调研宜机化及机械化生产情

况。通过上述专题调研，及时总结一批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与典

型案例。 

表一：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与典型案例总结分工表 

序号 内容 责任人 

1 江苏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唐莉莉 

2 福建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陈凌霄 

3 湖北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罗  颖 

4 贵州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谢成霞 

5 云南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谭敬德 

6 浙江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 吴迤岭 

二、开展标准制定与研发引导 

草拟《江苏省茶叶生产机械化技术规范（初稿）》《宜机化标

准茶园建设指导意见（初稿）》，提交评审定稿，以指导江苏省茶

叶机械化生产。凝练安徽省茶园管理机械化生产技术模式，形成

《茶园管理机械化技术规范》标准送审稿的编制工作。加强老茶

园宜机化改造和新茶园建设标准制定，引导相关企业研发适合丘

陵山区茶园生产专用机械、轻简型电动机械和遥控机械。加强不

同茶类加工专用设备技术升级和在线检测技术突破，推进农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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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融合。关注智能农机装备和信息化技术在茶园生产管理和茶叶

加工机械化方面的应用，持续推动茶叶生产机械化健康发展。 

三、开展技术咨询与推进活动 

结合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和各茶叶主产省份重点工作，适时举

办茶叶全程机械化推进活动，开展技术咨询。 

表二： 2022 年茶叶专业组活动计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地点 联系人 

3/4 月 
中国茶叶科技年会茶叶机械化生产专场

活动、茶叶机械化推进活动 
湖北 

阮建云 

吴传云 

4 月 云南省丘陵茶园机械化演示活动现场会 云南 宋志禹 

6 月 
江苏省茶园机械化与智慧茶园演示活动

现场会 
江苏 宋志禹 

7/8 月 茶叶机械化示范促进会、交流会 四川 欧小军 

9/10月 茶叶生产、加工机械操作与维修培训 浙江 吴迤岭 

四、形成年度成果 

及时完成全国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报告 1份、专家组年

度工作总结 1份，分区域调研报告 5 份，按照“适宜品种和区域、

机械化生产技术路线、主要环节作业要点与机具配置”，图文并

茂地总结提炼形成 3-5 个茶叶机械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指导

农机制造企业研发茶园生产和茶叶加工机械 3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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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药材专业组 2022 年工作方案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按照“先易后难、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突破，成熟一项推广一项，逐步实现全

程机械化”的思路，聚焦大宗道地根茎类中药材种收及初加工关

键和薄弱环节机械化，专家组集体活动和专家个人专题研究相结

合，积极开展关键生产环节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研究，分析研判中

药材产业机械化发展形势，适时举办全程机械化系列推进活动，

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大宗道地和区域优势特色中药材机械化高

质量发展。 

一、开展专题调研 

专家组集体赴广西和河北开展道地中药材全程机械化技术

调研、研讨及培训交流，对推动广西、河北道地中药材农机、农

艺、农田、农业经营方式协同协调发展等提出发展建议，形成专

题调研报告 1篇。 

各位专家结合本省、本区域特点，以大宗道地根茎类中药材

为重点，兼顾区域优势特色中药材品种，开展种收和初加工机械

化现状、问题和发展对策调研，全面梳理中药材种收和初加工装

备短板和弱项，每名专家成员撰写一篇 1-2 种（或 1-2 类）中药

材机械化生产情况和装备研发情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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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办推进活动 

专家组针对不同种类道地药材主产区，分区域举办全程机械

化系列推进活动，展示关键技术和主要机型，开展专题技术培训，

邀请主产省份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相关农机生产企业代表及周

边基层农机技术人员、合作社理事长等现场观摩，加快先进适用

技术推广应用。 

各位专家积极参与本省加快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以承担和

组织实施中药材机械化科技项目、召开现场演示培训会、参与建

立中药材机械化示范基地和指导农机企业开展中药材机具创新

研发等为重点，加强对本省、本区域中药材全程机械化技术推进

工作指导，提高专家服务能力，力争每位专家年度深入田间地头

或服务企业开展技术指导 3—4次。 

2022 年中药材专业组活动计划表 

时间 内容 地点 联系人 

7-8 月 
艾草中药材生产机具“田间日”及

演示现场会 
广西贵港 黄  严 

9 月 

河北省中药材生产农机推广“田间

日”活动，全国中药材全程机械化

推进活动 

河北安国 
史家益 

吴传云 

10 月 
西洋参收获机械化田间日活动、中

药材机械化“地头展” 
山东威海 连政国 

10 月底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中药材

生产机械化专家论坛 
天津 连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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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遴选推介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与典型案例 

以调查研究和推进活动为基础，按照“适宜品种和区域、机

械化生产技术路线、主要环节作业要点与机具配置”，继续分区

域分作物编写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图文并茂的中药材全程机械

化生产模式和典型案例，要求每位专家至少编写 1 个典型案例，

力争在中药材生产机械化专家论坛上发布。联合国家产业技术体

系中药材加工机械岗位，展示“十三五”以来研发和改进的西洋

参种植、收获、初加工专用机具 10 台套以上。 

四、做好政策咨询与技术指导 

及时完成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和农业农村部农业

机械化总站交办的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等工作，按时提交全国根

茎类中药材生产机械化发展报告1份，专家组年度工作总结1份，

专家年度工作总结和调研报告各 10 份，形成中药材生产全程机

械化生产模式与典型案例 5个以上，指导农机制造企业研发中药

材播种、收获及初加工机械 3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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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农业农村部特色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 

各专业组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组别 备注 

1 陈永生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蔬菜 组长 

2 秦  贵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

定推广站 

站长 

研究员 
蔬菜 接替杨立国 

3 夏海荣 
上海市农业机械鉴定推

广站 

站长 

研究员 
蔬菜  

4 李衍素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 

处长 

研究员 
蔬菜  

5 吴华瑞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

中心 

副主任 

研究员 
蔬菜  

6 田素博 沈阳农业大学 教授 蔬菜  

7 钟凤林 福建农林大学 教授 蔬菜  

8 张丽华 
武汉市农业机械化技术

推广指导中心 
研究员 蔬菜 宋承琦协助 

9 崔惠琴 
宁夏农业机械化技术推

广站 
高级农艺师 蔬菜 接替曹瑾 

10 马根众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站 

副站长 

研究员 
蔬菜 秘书长 

11 曹光乔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林果 组长 

12 赵景文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

定推广站 

副站长 

正高级农艺师 
林果  

13 宗望远 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林果  

14 杨  欣 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 林果  

15 许洪峰 
山西省农业机械发展中

心推广二部 
高级工程师 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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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  坚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正高级工程师 林果 接替谭冬梅 

17 邓实承 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林果  

18 舒子成 
四川省农机化技术推广

总站 
高级工程师 林果  

19 彭维钦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技术

推广总站 
高级工程师 林果  

20 徐丽明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林果 秘书长 

21 阮建云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茶叶 组长 

22 唐莉莉 
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站 
研究员 茶叶  

23 罗  颖 
湖北省农业机械化技术

推广总站 
正高级农艺师 茶叶  

24 蔡海涛 
安徽省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总站 

副站长 

高级工程师 
茶叶  

25 吴迤岭 
浙江省畜牧农机发展中

心 
高级工程师 茶叶  

26 欧小军 四川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高级工程师 茶叶  

27 谭敬德 云南省农业机械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茶叶  

28 谢成霞 
贵州省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总站 
高级工程师 茶叶  

29 陈凌霄 
福建省农业机械推广总

站 
高级工程师 茶叶  

30 宋志禹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茶叶 秘书长 

31 连政国 
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

学院 

副院长 

教授 
中药材 组长 

32 史家益 
河北省农机化技术推广

总站 

站长 

研究员 
中药材  

33 王荣祥 
辽宁省农业机械化发展

中心 

副主任 

研究员 
中药材  

34 郑志安 中国农业大学 副教授 中药材  

35 刘  燕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 
研究员 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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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薛  平 
山西省农业机械发展中

心推广二部 
高级工程师 中药材  

37 黄  严 
广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

心 
高级工程师 中药材  

38 张崇良 云南省农业机械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中药材  

39 赵昌秀 
贵州省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总站 
高级工程师 中药材  

40 张陆海 
甘肃省农业机械化技术

推广总站 

副站长 

研究员 
中药材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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