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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探索

——以泉州市为例

◆马文娟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农业将代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民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主

体,农民的科技水平提升了,农业技术推广就会有着落.只有建立科学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才能使农业技术在农业

生产过程中变为生产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收.本文以泉州市为例,探讨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

设,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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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泉州是我国十

八个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泉州不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泉州的农业也是其重头戏。 泉州市相关管理部门重视农业

技术的推广工作，其把提升农民素质、抓好基层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１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实践

１．１　制定下发培训农民的文件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把培养高素质农民工作列入每年的重

点工作。 下发《泉州市农业农村局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泉州市２０２１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工程(省级资金)实施方案的

通知》《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２０２１年高素质农

民培训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分解下达省级财政一批补助资

金，在泉港、石狮、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

化、泉州台商区等９个主要农业县(市、区)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工作。 仅２０２１年，泉州

市就培训省级资金补助的高素质农民 ２１４９２人次，完成

率１０２％。

１．２　确定农民培训实训基地

泉州市结合《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遴选泉州市高素质

农民培育培训基地和实训基地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遴选

了一批基础条件好、经营管理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大、具备

承担高素质农民示范培育任务的培训基地和实训基地，进一

步提升了培养高素质农民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其中，培训

基地１２家，实训基地２０家。

１．３　涌现一批农民优秀人才

全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真做好与农业部、省上、

市委人才“港湾计划”项目相衔接。 ２０２１年评选王清山等

２５名泉州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安溪县何环珠、温文溪等

２位同志入选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共享师资。 永春县曾仲明

获评农业农村部２０２１年度农民教育培训“百优保供先锋”

荣誉称号。 晋江市洪良彬、德化县徐昌毅、惠安县蔡喃喃

等３人分别荣获第五届福建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成

长组一等奖、二等奖和初创组优秀奖。 晋江市黄景煌入选

农业农村部第五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典型事例。

１．４　营造提升农民素质的良好氛围

泉州市相关部门为了提升农民素质，树立典型、宣传典

型，进一步营造“爱才、尊才、重才、用才”的良好氛围。

中国网、《泉州晚报》、泉州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先后宣传了

温文溪、苏轩仪、潘苑琴、潘奋森等高素质农民典型代表在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创业创新的先进事迹，在广大高素质农民

中引起较大反响。

１．５　发布农业主推技术

泉州市相关部门围绕全市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

求，组织专家遴选确定了水稻、果蔬、畜牧、茶叶、水产养

殖等６大产业和农业机械、病虫害绿色防控、土壤改良、秸

秆综合利用、农膜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等５大类技术需求，累

计推广应用了１４９项主推技术，各县制定了技术操作方案，

全市印制了技术明白纸３２５００份。

１．６　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泉州市相关部门按照示范推广到位、培训指导到位、产

业引领到位的要求，围绕全市主导产业和农业优势特色产

业，遴选建设６４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按照标准统一树立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补助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标牌；组织开展先进适用技术试验和农业主推技术示范

推广；组织农技人员现场实训、示范主体观摩学习等活动，

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并建立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农膜回收利用示范片或全生物降解地膜试点。 项

目县与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承建主体签订技术示范协



产业前沿

１７４　　 　前卫　２０２３．３５

议，开展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试验示范，组织参观学习，现场

指导实际操作，使广大技术员及农民了解新品种和新技术带

来的高产、高效，辐射带动全县主导(特色)产业发展。 农

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按照技术示范协议

抓好工作落实，做好技术资料、培训班、现场观摩等图文资

料归档工作，并进行考核验收。

１．７　培养农业科技示范带头人

泉州市相关部门立足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任务要求和

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２０２２年全市共遴选３１５０个能

力较强、乐于助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种养大户、

乡土专家等作为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示范主体涵盖农业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一般农户。

１．８　指导农民使用农业主推技术

泉州市相关部门通过当地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新

闻媒体和举办场专题讲座、现场咨询、１２３１６热线等多种途

径，广泛宣传和推介本地农业主推技术，努力营造农业科技

入户到田的良好氛围，并印制各种挂图、技术明白纸；推广

应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在“中国农技推广”APP上回

答问 题、 提 出 问 题、 上 报 日 志 和 上 传 农 情； 推 广 应 用

“１２３１６手机农务通”。 专家组成员和技术指导员都加入

“１２３１６手机农务通”和“农业科技网络书屋”专家库，通

过专家咨询系统提供在线咨询服务，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

户，提高技术到位率。 相关部门通过推广应用“农业科技

网络书屋”，组织农技人员和经营农户加强学习，充分利用

“农业科技网络书屋”，逐步提高业务能力。

１．９　不断提升农技队伍的综合素养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重视提升全市农村队伍的综合素质，强

化岗位教育、知识培训及更新，根据县、乡两级在编在岗的农

技人员不同需求，采取集中培训、实地培训、与产业技术体系

和省级创新团队结合开展实习研修，切实提高每个基层农技人

员的服务能力；泉州市农业农村局按要求组织各项目县分期参

加部里和省厅安排的农技人员培训，仅２０２２年就有１７７人参加

省部级培训；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设区市本级农技人员培训，培

训基层农技人员２２９名；相关部门督促指导各项目县按要求组

织好县级农技人员培训，全年培训５２２人。

１．１０　抓好我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建设

２０２１年来，泉州市农科所承建的我国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围绕年度示范展示技术实施方案，积极开展科

普、培训、观摩及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工作，取得较好

成效，为指导全市农业技术推广提供经验。

１．１０．１　持续开展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示范展示

工作

泉州市相关部门为充分发挥示范展示基地的平台辐射作

用，展示基地围绕粮食安全、生态农业、农业产业结构性调

整等重点工作，举办泉州市优质水稻品种品质鉴评活动，开

展新品种示范、农业科技培训等活动：一是开展观摩、技术

服务活动；二是开展农业科技技术培训、交流活动；三是开

展教学和研学实践活动。 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学学生和

研究生到展示基地开展专业科研实践活动；四是开展科技创

新，服务特色产业发展；五是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基地建

设与鉴评工作。

１．１０．２　不断提高展示基地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

泉州市相关部门根据展示基地在成果、技术示范展示工

作需要，在展示基地开展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相关部门

按农业农村部要求制作我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标

牌，更新相关宣传版面和标示牌；完成展示基地供水设施建

设；完成基地绿化工程、低压用电线路改造工程和水利设施

建设以及监控、太阳能路灯更换等项目。

１．１０．３　组织专家考察交流

泉州市相关部门组织中科院院士谢华安、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植物生物技术研究组首席科学家马国华、国家花生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万勇善，以及华侨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科院、吉林省农科院、泉州师院、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三明市农科院、龙岩市农科所等专家学者

１６批次６０多人次来园区开展学术交流、考察。

１．１０．４　服务特色产业发展

泉州市相关部门着力开展种质资源保护和挖掘创新利用

研究，新引进农作物种质材料８６份，对新引进和原有保存

的种质材料进行观察鉴定与改良创新，选育出一批苗头品系

和优异中间材料。 相关部门继续开展抗病基因及指纹图谱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作物脱毒快繁与提纯复壮、植物精油提

取与组分分析、果园生态栽培等技术研究。

２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农民接受培训的主动性不够强

现阶段农村“空心化”程度普遍较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选择外出务工居多，农村以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为主，参与农业

生产的也普遍为６０岁以上的农民，因年龄、知识水平和照顾家

庭等因素综合影响，农民接受培训的主动性还不够强。

２．２　有的参训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

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难以接受

更高层次的培训内容和相关知识，导致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培

训难以到位。

２．３　农技推广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经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后，一些乡镇已没有专门的农技推

广机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原农业服务中心)现已合并到乡

镇社会事务中心，是一个综合性服务机构，隶属于乡镇相关

主管部门，职能划分不够明确，在选人和用人上有些随意

性。 有的县级直属机构中，非农技推广机构编制人员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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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技推广工作，而农技推广机构编制人员从事非农技推

广工作，有的专业人员没有履行农技推广本职工作，导致工

作延续性差，有时出现脱节现象。

２．４　农技人才断层较为明显

由于多年未招进农技推广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县镇两级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有的存在年龄、知识老化和队伍青黄不接

现象。 农村里面农业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农

村信息服务、农业工程建设等新拓展职能方面的专业技术人

员较少，难于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２．５　推广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一方面，乡镇专职的农技推广人员偏少(有的乡镇只有

１个编制)，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机构改革被合并到综合性的社

会事务中心后，重新招聘乡镇事业管理人员时，很难招聘到

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农技推广队伍，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缺

乏；另一方面，乡镇中层骨干的业务人员大多身兼数职，难

以脱身参加各级的农技人员业务能力知识培训，不能及时更

新农业知识和技术，业务指导上和工作经验相对不足。

２．６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是很高

由于试验、示范、推广的经费比较不足，致使农业技术

推广工作发展受阻，有些高新技术只是停留在县级以上的试

验示范和研究。 加上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在家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民多数是老年人，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比较

低，对学习新技术、使用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不高，对高新的

经济作物种植接受慢。 有的山区县农业企业、农副产品生

产加工企业规模偏小，普遍存在科技含量低、产业链条短、

产品附加值小和品牌农副产品少等问题，农产品竞争力和带

动力弱，创新研发平台少，大部分只停留在依托科研院校做

试验示范和研究。

３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中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

３．１　继续做好农民培训工作

相关部门要继续做好全市主要农业县(市、区)的高素质

农民培训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工作。 每年初就

要制定培训计划。 相关部门要遴选和建设一批基础条件

好、经营管理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大，具备承担高素质农民

示范培育任务的培训基地和实训基地。 同时，还要建立高

素质农民培训师资库，充分发挥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土专

家”“田秀才”的示范引领和“传帮带”作用。

３．２　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相关部门要围绕本地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

按照示范推广到位、培训指导到位、产业引领到位的要求，

每年建设３０个以上示范带动效果比较明显的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将这些基地打造成农业优质绿色高效技术的展示窗和

辐射源、基层农技人员开展指导服务的综合平台。 每个基

地都应具有自主产权或合同期在１０年以上经营使用权，并

与市级以上农业科研院校(所)有效合作，积极开展集成示

范、推广应用、教育培训等农业科技活动。

３．３　大力培育科技示范主体

相关部门要完善农业科技示范主体遴选和考核激励机

制，立足农技推广补助项目任务要求和本地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需求，遴选一批能力较强、乐于助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种养大户、乡土专家等作为农业科技示范主体。

３．４　组织农技人员参加培训活动

相关部门要按要求，组织农技人员分期参加农业农村部

和省厅安排的农技人员培训，并督促指导各项目县按要求组

织县级农技人员培训。

３．５　示范推广农业优质绿色高效技术

相关部门要结合本省发布的年度农业主推技术，及各县

农业主导产业发展要求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技术需求，遴选

推介年度的农业主推技术。 同时，相关部门要围绕推进农

业转型升级和质量兴农、效益兴农、绿色兴农等要求，推广

３０项以上符合资源节约、增产增效、生态环保、质量安全等

要求的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泉州市相关管理部门根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结相关实际情况，围绕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

有效供给，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等重点工作。 泉

州市相关管理部门要坚持以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为主线，

以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样板为载体，以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为目标，强化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主责履行，推动农业科技

社会化服务发展，加快信息化服务手段普及应用。 泉州市

相关管理部门要构建“一主多元”的农技推广体系，为全面

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和人

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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