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持续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水平
浙江打出“组合拳”

主要任务有七项

科技支撑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在粮食生产大县开展科技支撑大豆、玉米、

小麦、油菜等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每个粮食生产大县针对大面积单产提升的

制约因素，形成本地化综合技术方案。依托农

业科技展示基地，在粮食生产大县及其重点乡

镇全覆盖开展综合技术方案的示范展示，大幅

度提高技术入户率、到位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

深入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各项目县围绕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要求，开展主导品种

主推技术试验示范、动植物疫病监测防控、农产

品质量检验检测、农业防灾减灾等技术服务，强

化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责履行。推动基

层推广机构改善条件、完善手段、提升能力，保证

综合设置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机构有专门岗

位和专门人员履职尽责。建立农技人员“一对

一”联基地联大户制度，每名县乡农技员联系若

干农业大户，至少联系2—3个家庭农场或农业科

技展示基地。做实做强县级产业技术团队，将补

助项目与县级团队有机衔接，实施县级产业技术

项目，全年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交流座谈、观摩

展示等活动2次以上。

推进高品质绿色科技展示基地建设。增强

农业科技展示示范能力建设，根据《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开展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的

实施意见》，聚焦县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和年度

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着力推进高品质绿色科技

展示基地建设，项目县建设 2—3 个，统一竖立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补助项目农

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标牌，组织开展先进适用

技术试验示范。规范基地运行管理，健全基地

档案，明确技术示范实施方案。每个基地开展

技术展示示范、农民教育培训不少于4次。县级

产业技术团队专家全年指导不少于5次。基地

生产记录完整、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产品品质优良。聚焦粮油等主要农作物和规模

养殖全程机械化，依托家庭农场、农机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科技带动户，加强农机

农艺融合集成应用展示示范，加快推广全程机

械化生产方案。

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队伍能力素质。持续做

好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工作，培养具有较高

素质和专业水平的青年人才进入基层农技推广

队伍。加强农技人员培训，结合大面积单产提

升等要求，完善农技人员分级分类培训，提高基

层农技推广人员专业技能和实操水平，根据省

统一编制的培训计划，把年轻基层农技人员培

训作为重点，分批次选派基层农技人员到浙江

大学等13个国家、省级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开展

5天以上的集中培训。鼓励探索基层农技人员

学历提升工作。完善农技人员绩效评价机制，

推动收入分配与绩效评价相挂钩。

大力发展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精准培育

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按照“选好一个、带动一片、

致富一方”的原则，遴选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

强的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专业服务组织、科技服

务能力较强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

户、乡土专家等社会化服务力量作为示范主体，

创新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互联网+

农机作业”等服务模式。鼓励农业科技社会化

服务组织牵头建设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带动

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引导推动农业科

技社会化服务主体规范作业标准，特别是农机

手技术服务标准等，集成综合技术方案，不断提

高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投入品精量施用等科技

服务水平。

加快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落地推广。提高农

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到位率，各项目县要聚焦

当地主导产业和农民需求，结合厅年度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遴选发布一批符合稳粮保供、单

产提升、转型升级、质量兴农、绿色兴农要求的

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形成易懂好用的技术操

作规范，组建技术指导团队，构建“专家+农技人

员+示范基地+示范主体+辐射带动户”的链式

推广服务模式，推进精准进村入户到田，落地落

实。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光热资源，鼓励开展再

生稻和短生育期油菜种植。组织开展科技下乡

活动，推动农技人员更好地服务农民，促进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等新成果进村落户

到田头。持续做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

任务。

提升农技推广信息化水平。围绕粮油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重要农时和防灾减灾技术服

务等重点任务，引导农技人员、科研专家等开展

线上指导服务。优化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

台技术问答、农情预测预警、市场信息分析等多

种类型服务，探索推进将农技人员回答问题情

况作为绩效评价重要指标。继续将平台作为项

目推进实施、绩效管理、经费安排的重要支撑，

不断完善数据填报和更新工作。各项目县及时

进行在线数据管理，实时上传展示年度任务进

展动态和取得效果，动态展示基地、人员培训、

示范主体、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协同推广等年

度任务。支持各地健全部地协同、数据共享的

农技推广服务模式，拓宽平台的覆盖面和使用

率。

重点支持三方面工作

《通知》明确，2024年中央下达我省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并安排相应补助资

金，各地可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安排相应补助资

金，重点支持开展以下工作。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主要包括基层农业技

术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构建农技推广联

盟，聘请团队专家，实施产业技术团队项目、开展

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向第三方购买农技推广相

关服务等。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高品质绿色科技展示

基地建设，按照省里统一部署，可采用先建后补

方式，对列入计划、验收合格的示范基地给予适

当补助，重点推进基地的设施条件、技术提升、

服务拓展、信息化水平。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建

设，对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

进行适当补助。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推广服

务，主要对利用信息化手段，如中国农技推广

APP等开展技术服务进行适当补助。

农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主要支持开展农

技人员知识更新，包括农业技术人员参加农技

推广骨干人才培养、异地研修、集中培训和现场

实训等。支持农技人员通过脱产进修、在职研

修等方式，学习专业知识，提升学历，增强服务

能力。

《通知》要求，各项目县要高度重视，建立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整合农

牧渔业相关建设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实施

方案，明确任务分工，落实工作举措，确定资金

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实施要求和监管措施，粮

食生产大县还须制定本地化综合技术方案，并

将实施方案和综合技术方案备案。要加强对项

目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及时拨付、规范使用。

要在实施方案中明确资金使用方向，细化支出

范围。要加快项目资金执行进度，严格资金监

管，并将高品质绿色科技展示基地、科技示范主

体、技术指导员、农技人员培训、农技人员学历

提升、中国农技推广APP使用等资金补助信息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建

立健全工作月历制度，对标对表评价指标，确保

各项指标任务的圆满完成。用好电视、报纸、直

播、短视频等媒体形式加强宣传，为农技推广工

作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综合

在仙居县福应街道东溪村大棚果蔬种植基地在仙居县福应街道东溪村大棚果蔬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在向农户传授果蔬种植技术农技人员正在向农户传授果蔬种植技术。。陈月明陈月明 摄摄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做好2024年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通过任务实施，保持基层

农技推广队伍稳定，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水平持续提

升，更好推动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进村入

户到田，为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等方面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推介

发布粮油等主导品种100个以上，先进适用主推技

术100项（次）以上，在农业科技展示基地开展200

场（次）以上的主推技术展示活动，农业主推技术到

位率达95%以上。对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在编在岗基

层农技人员开展异地知识更新培训，轮训300名以

上业务精通、服务优良的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政 策编辑：程益新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8 E-mail：99297510@163.com
2024年7月6日 星期六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