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调查与思考

———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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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了阜阳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 针对目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从明确职能、发展区域性专业农技站、加强
村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和保障公益性农技推广经费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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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阜阳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发展历程、现状

20 世纪70 年代, 阜阳市初步建成县级、区、公社三级基

层农技推广网络。80 年代后, 撤区设乡使得各级农技推广事

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 乡镇新设了农技站, 定编3 ～5 名专业技

术人员 , 这一时期全市共有乡镇农技站177 个, 基层专业技

术人员760 多人; 县级农技站设立了专业股室, 专业技术人

员增加了一倍多; 市级农技站也挂牌成立, 由此该市形成了

市、县、乡三级农技推广网络。2001 年, 在乡镇机构改革中 ,

基层农技站与其他专业站所一起被撤并成乡镇农业综合服

务站, 三权下放到乡镇,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名存实亡。全市

现有市级农技推广机构1 个, 在职人员51 人, 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36 人; 县级农技推广机构10 个, 在职人员355 人, 其中

专业人员236 人; 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168 个 , 其中从事种植

业人员303 人。原来已形成网络化的市县乡三级农技推广

体系, 现在仅有市县两级能够畅通,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受到

较大影响。

2  存在问题

2 .1 基层农技人员流失严重, 业务技能单一, 专业人才断层

 在2001 年的乡镇机构改革中, 原来的农技、农机、水产等专

业站所被撤并为一个农业综合服务站, 使得70 % 的人员被分

流下岗, 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严重。据统计 , 乡镇机构改革前 ,

全市共有乡镇农技站177 个, 每万亩耕地拥有农技人员1 .12

人。目前, 全市现有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168 个, 每万亩耕

地仅拥有农技人员0 .35 人。

2 .2 推广体系关系不顺, 农技推广工作难以开展  乡镇基

层农技推广机构三权归乡镇管理后, 县、市农业部门失去了

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管理和约束, 造成上下关系不畅, 给

业务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不便。乡镇农技人员的工作由

地方政府统一安排,90 % 以上的工作时间是在抓计划生育、

下村包片等行政“中心”工作。据统计,2001 年前全市年均开

展技术培训5 000 多场次 , 其中80 % 以上是由乡镇农技站开

展的。而2001 年 , 全市开展技术培训仅2 500 场次, 乡镇所占

比例仅为50 % 。近2 年, 全市开展技术培训仅千余场次, 市、

县级开展场次占到80 % 以上。

2 .3  经营性农技推广服务严重削弱了公益性农技推广工作

 自“立足推广搞经营, 搞好经营促推广”以来, 阜阳市各级

农技推广机构都创办了集体公有性质经营公司。在市场经

济的冲击下, 一些已取得许多农民信任的业务骨干为了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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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利益便脱离农技站单独做起农资经营, 在职的农技人员

有不少也有自己的门市部。在以经营促推广的方针指导下 ,

多数地方把经营与推广合二为一 , 其实是只有经营而没有推

广, 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工作开展越来越少。

2 .4  推广经费严重不足  近年来由于阜阳市的财政状况十

分紧张, 全市各级农技推广部门经费都严重不足, 市级推广

机构拨款仅够工资。县级农技推广部门有的连工资都发不

全, 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经费就更加困难 , 根本没有经费来开

展农技推广服务工作。同时农技推广部门推广手段和设备

也十分落后。据调查, 全市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没有一个站

有电脑设备 , 县级农技推广机构多数也没有电脑, 显然已不

能适应现代农技推广工作的需要。

3  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建议

3 .1 明确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  《农业技术推广法》和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规定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的职

能应该是公益性的, 在明确了公益性职能后, 必须按照“加强

公益性职能, 放活经营性服务”要求, 把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

服务彻底分开。

3 .2 以发展区域性专业农技站为突破口, 推进体制创新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完善, 农业结构的

大幅调整和区域特色农业的快速崛起, 这种传统的农技推广

组织体制暴露出了许多弊端,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建设专

业性区域农技站已是形势所需。在组建过程中要特别强调

因地制宜, 突出专业, 搞活机制, 强化区域服务, 原则上以现

有的乡镇规模2～3 个乡镇组建1 个区域农技服务中心站, 每

个中心站配6～8 名专业技术人员, 属事业单位 , 由财政全额

供给, 承担农技推广公益性职能, 作为县级农技推广机构的

派出机构。

3 .3  加强村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 在农村新一轮

改革中, 小村并成大村已成定局, 并村后每个行政村都要聘

用1 名农民技术员, 工资由财政解决, 职责主要是从事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3 .4  保障公益性农技推广经费的投入 国家财政要保证农

技人员的工资和提供足够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 增加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 改善办公、交通、居住等条件, 充分调动农技

部门和农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

促进农民增收,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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