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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永州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出了强化永州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的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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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科技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

梁和纽带。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农民增收以及走农村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要求。永州是农业大市, 但又是农业弱市。实践

证明, 要做大、做强永州农业, 必须走“科技兴农”的道路, 必

须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

1  永州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永州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县级农技

推广队伍为核心。以乡镇农技站为骨干、以村级农技员和科

协示范户为基础的农技推广体系。这种体系是在长期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其组织机构、运行方式也是按计划经

济要求运作的, 因此, 在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

问题。

1 .1 管理制度混乱, 工作职能错位  乡镇一线农技人员实

行县、乡( 镇) 双重领导制度, 特别是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的人、

财、物管理权由县农业局下放到乡镇政府, 导致基层农技人

员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乡镇的计生、综合治理和其他工作

上, 从事本职工作的时间受到冲击。农技推广人员“在编不

在岗、在岗不在职”的现象突出。在岗人员中被抽调搞非农

工作的时间平均占全年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 甚至有些

农技干部长期被调用从事非农工作。由于农技人员的工资、

福利等基本待遇得不到有效保障,“重经营, 轻服务”的现象

也较为普遍 , 农技人深入农村服务的时间少, 而从事技术服

务的人员更少。农技人员的推广效果与个人利益不挂钩, 岗

位责任不清 , 考核制度不全 , 不能对农技人员的推广工作形

成有效的监督和激励, 严重抑制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积极

性、主动权和创造性。

1 .2 农技推广队伍不稳定, 综合素质亟待提高  由于推广

人员工作艰苦, 尤其是基层工作人员待遇低, 生活、工作条件

差, 造成人心涣散, 跳槽或改行的现象时有发生。永州市现

有11 个县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4 个农技综合站,183 个乡

镇农技站。全市现有各级农技推广人员2 052 人 , 其中有专

业技术职称的1 552 人( 高级职称为23 人, 中级282 人, 共占

14 .86 % ; 初级职称以下的1 247 人, 占60 .77 %) 。农技推广队

伍的总体素质明显偏低 , 主要原因: ①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长

期从事传统农产品的技术推广工作, 技术单一 , 缺乏知识更

新和进修深造的机会, 对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熟悉程度和操作

能力不够。据统计, 永州市现有农技推广人员中85 % 是从事

传统农产品的技术推广工作的。②由于农技推广工作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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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 待遇不高, 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很难吸引高知识、高学历

的人才。

1 .3 农技推广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在当前的形势下, 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正面临着“线断、人散、网破”的局面。据调查 ,

目前永州市乡镇农技站年人均财政拨款( 包工资) 4 000 元左

右, 其他经费主要靠经营服务创收。大多数乡镇农技站办公

无场地, 住宿无房子, 工资无保障。全市183 个乡镇农技站

有住房和经营门面的只有83 个, 仅占45 % , 大部分乡镇农技

站还是60～70 年代的老站房, 办公、经营、住宿条件十分简

陋; 一小部分农技站既无办公场所又无住宿场地。近几年分

配的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农技站工作, 但由于工资无着

落, 被迫外出打工。据不完全统计, 全市有100 多名农技员

外出打工, 约占全市乡镇农技员的11 % 。

1 .4 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 据估计, 目前永州市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20 万左右, 加之农业效益低下, 使得农

村中有文化和技术的农民大多外出务工经商, 真正从事农业

生产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 文化水平多在初中以下, 对信

息的接受能力差。这种低文化素质的劳动力传统观念仍较

强, 求安稳、怕风险, 对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的推广应用 ,

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据统计, 目前永州市农业实用新技术

普及率不足60 % 。

2  强化永州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的对策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强

化永州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必须要采取多元化战略 ,

改革农技转化扩散方式 , 建立新型多元化科技转化、推广应

用和服务体系。由政府机构为主转变为政府主导、多种力量

并举; 由单一技术服务转变为信息、技术、培训、购销服务一

体化的综合服务。切实加强农业生产一线的科技力量 , 加速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商品率和贡献率。

2 .1  增强对新时期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 各级各部门要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贯彻到

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中去 , 坚持把农

技推广实力的大小作为衡量县区、乡镇科技进步的主要标

准, 把农技推广业绩的大小作为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提

拔、使用权用的主要考核指标之一。

2 .2 明确思路, 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

( 1)“十一五”全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和

目标是“围绕创建体制优势, 发挥区位优势, 挖掘资源优势 ,

形成经济优势”和建设“大效区”的发展思路, 继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 大力推广科技成果, 不断增加科技投入, 切实加强

科技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

质量和效益。争取到2010 年, 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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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以上。

(2) 大力发展农业科技, 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体系, 不断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重点推广水稻旱育秧及

抛秧、杂交水稻高产制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水稻控水丰产技

术、山羊养殖、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反季蔬菜、稻田养鱼、名优

水果和特种养殖等十大实用技术,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到

2010 年 , 两系亚种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20 万hm2 , 主要农

作物品种更新1 ～2 次, 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达85 % 以

上, 良种覆盖率达90 % 以上。切实抓好“星火燎原科技工

程”, 在近2、3 年内培训100 万农民 , 培养和发展10 万户科技

示范户, 努力建设好省级祁阳星火技术密集区、岚角山星火

科技示范镇、回龙圩农场科普示范基地和回龙圩社会发展综

合实验区。各县区要重点扶持1 ～2 个科技示范乡镇, 把全

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档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每个县区和乡

镇都要成立农科教中心 , 建立和完善农技推广中心, 乡镇要

有农技服务站, 村配备1～2 名农民技术员, 村民小组应发展

2 ～3 家科技示范户。鼓励发展农村各种专业技术协会和民

间科技组织 , 特别要积极扶持发展以商品生产基地为龙头 ,

以技术开发组织为依托, 以农民家庭生产为基础的产、供、销

一条龙 , 技、农、贸一体化的产业服务体系。

(3) 重点建设好科技示范基地和科技基础设施, 增强科

技转化能力。各级各部门都要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科技示范

基地, 要建立科技示范乡镇、科技示范村、科技示范组、科技

示范户; 建立科技示范林场、科技示范农场和科技示范养猪

场、养鱼场、养鸡场; 建立科技示范企业; 要建立具有技术市

场、科技信息、专利服务、计算机推广应用等功能的永州市科

技中心。

2 .3 加强农技推广队伍建设, 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

2 .3 .1 积极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农技推广队伍。随着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和农民各种社会需要的提高, 社会对农业科

技推广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必须具

备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 , 才能更好地适应农技推广

工作的需要。要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文化教育, 建立和健全多

形式的农业科技继续教育体系, 在农村广泛进行各种形式的

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 尤其要加强对农业科技示范

户、农业专业户、农业龙头企业经营者、管理人员的培训, 以

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 要加速培养现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人

员, 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 , 造就一批既有理论水平, 又有实践

经验的高级农业推广专家; 大中专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业

科技企业及其他相关组织要通过专业培训、定期进修、继续

教育等形式, 建立和健全农业科技培训机制。争取到2010

年, 全市每万名农业人口拥有农技推广人员5 人以上, 并使

其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状态趋于合理。

2 .3 .2 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①加强农村基础教

育, 保证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 加强农村中小学建设, 搞好

义务教育。②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地

开展科普工作, 使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反对封

建迷信”的新风尚。③巩固和发展现有的4 所技校和12 个培

训中心, 通过举办农民技术夜校、专题讲座、多媒体培训等方

式, 坚持不懈地开展对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培训, 在

农村培养更多能够掌握和运用先进科技的新型农民, 真正使

先进科技进入千家万户, 进入田间地头。特别要推行农业部

实行的“绿色证书”发放制度, 使80 % 的农民接受培训 , 掌握1

～2 门农业实用新技术,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2 .3 .3 制订和完善有关政策, 稳定和发展农技推广队伍, 充

分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科技推广奖

励基金 , 对在农技推广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

励, 鼓励有贡献的农技推广人员先富起来。市财政每年安排

40 万元, 同时鼓励单位和个人赞助, 扩大奖励基金。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为充分发挥科技推广人才的聪明才智提供政策

保证, 为培养、使用和提拔奖励农技推广人才提供良好的社

会环境。

2 .4 努力增加投入, 建立多元化农技推广投入体系

( 1) 强化国家拨款的主渠道, 通过立法手段, 争取到2010

年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农技推广的经费占农业总产值0 .5 %

以上。农业综合开发奖金和水利建设基金8 % 以上要专项用

于支持科技的成果推广和转化; 扶贫奖金的10 % 以上用于开

发实用技术和培训人才; 育林奖金的5 % 用于技术引进和试

验示范推广。

( 2) 完善间接融资的体制 , 设立农技推广基金。鼓励民

间、私人投资于农业推广, 使农技推广基金逐渐成为继政府

拨款之后的重要资金来源。

( 3) 增大农技推广贷款力度。在经济效益较好的推广项

目中提倡使用各种银行贷款, 可在农技推广基金中贴息予以

扶持, 鼓励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积极给

推广事业贷款。

( 4) 继续鼓励和引导农技推广部门兴办经济实体。由过

去10 多年的经验可知, 推广部门兴办实体有助于促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 ; 有助于增强推广机构的实力, 促进推广事业发

展; 还可以分流推广人员, 优化队伍结构, 增加人均活动经

费。因此, 在正确处理好推广与经营关系的前提下, 应当继

续鼓励农技推广部门兴办经济实体。

2 .5 培育农业技术市场, 规范农业技术推广市场行为  要

加强农业技术市场建设 , 推动科技成果的商品化, 为农业科

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及市场化提供

便利条件和保障措施。采用多种信息手段, 尤其是农业生产

者喜闻乐见、易于采用的信息手段来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

农业科技信息。加快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 促进农业科技

信息服务的网络化,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在线推广, 增进技

术供需双方的关系, 促进农业技术贸易。鼓励农业生产资料

及农产品购销企业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和宣传教育活动 ,

通过法规、管理办法等规范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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