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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

陈玉华
山东省菏泽市鲁西新区陈集镇人民政府�山东�菏泽�274108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对于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分析了农业技术推广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策略，包括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业技术推广、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民教育、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激励机制、创新农业技术推广资

金筹集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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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在推动农

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技术

的创新和推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和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农业技

术推广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推广力度不足、推广方

式单一等，导致农业技术的应用效果不理想。因此，创

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成为当务

之急。

1��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有助于

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主要

依赖于政府和农业部门的推广，覆盖面有限，难以满足

农民的需求。通过创新推广方式，可以引入多元化的推

广主体，如农业科研机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格局，从而提高农

业技术推广力度。其次，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有助于

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主要

依赖于农业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受时间和地域限制较

大。通过创新推广方式，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互

联网、移动通讯、大数据等，实现农业技术的远程教育

和在线指导，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拓宽农业技术推广

渠道。再次，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有助于提高农业技

术推广效果。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往往存在推广内

容不针对、推广方式不适应等问题，导致农业技术推广

效果不佳。通过创新推广方式，可以针对农民的实际需

求，采用灵活多样的推广手段，如现场培训、线上指

导、示范田展示等，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果。最后，创

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有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

兴。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驱动

力，也是农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通过创新农业技术推广

方式，可以提高农业技术的应用效果，推动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振兴。

2��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足
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推广

投入不足：农业技术推广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包括技

术研发、技术培训、技术示范等。然而，目前我国农业

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农业技术推广力度

不足。推广政策不够完善：农业技术推广需要政策的引

导和支持[1]。然而，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体系不够完

善，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导致农业技术推广力

度不足。推广网络不够健全：农业技术推广需要建立完

善的推广网络，包括技术培训基地、技术示范田等。然

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网络不够健全，导致农业

技术推广力度不足。

2.2  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单一
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单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培训方式单一：农业技术培训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

要方式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培训的方式较为

单一，主要包括现场培训和讲座培训，缺乏多样化的培

训方式，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佳。技术示范方式单

一：农业技术示范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方式之一。然

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示范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包括

田间示范和温室示范，缺乏多样化的示范方式，导致农业

技术推广效果不佳。技术推广手段单一：农业技术推广需

要多种手段共同推进。然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手

段较为单一，主要包括政府推广和农业部门推广，缺乏多

元化的推广手段，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佳。

2.3  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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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研发资金不足：农业技术研发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基

础。然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相对较

少，导致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不足。技术培训资金不足：

农业技术培训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培训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农业

技术推广资金不足。技术示范资金不足：农业技术示范

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农业

技术示范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农业技术推广资金

不足。

2.4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不高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技术水平不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

技术水平，才能有效地推广农业技术。然而，目前我

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导致农业技

术推广效果不佳。服务意识不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需

要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技术服

务。然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服务意识普遍

不强，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佳。推广能力不足：农

业技术推广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推广能力，才能有效地

推广农业技术。然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推

广能力普遍不足，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佳。

3��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

策略

3.1  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创新农业技术推

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途径。第一，建

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推广模式：政府应发挥主导作

用，整合各类资源，引导农业科研机构、农业企业、农

民合作社等多元主体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政府可以通过

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项目合作等方式，鼓励多元主体

共同推进农业技术推广。第二，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

站建设：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阵

地。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建设，

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第三，培

育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是农业技术推

广的关键。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培养力

度，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和能力[2]。第四，加强

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建设是

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加大投入，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

率和效果。第五，建立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保障机制：农

业技术推广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应建立农业技术

推广资金保障机制，确保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需求得到

满足。第六，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政策体系建设：农业技

术推广政策体系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加

强农业技术推广政策体系建设，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政

策支持和保障。

3.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业技术推广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业技术推广是创新农业技

术推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手段。第

一，构建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平台，实

现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平台可以包括

农业技术推广网站、手机应用、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

式，以满足不同农民的需求。第二，开展在线培训和指

导：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在线农业技术培训和指

导，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覆盖面

和效果。在线培训和指导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视频教

程、在线问答等方式进行。第三，推广农业技术示范

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技术示范田进行实时监

控和数据分析，提高农业技术示范田的示范效果和推广

效果。第四，推广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

的技术问题。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可以通过电话、网络、

移动应用等多种形式进行。第五，推广农业技术体验活

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农业技术体验活动，让农

民亲自体验农业技术的应用效果，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

实效性。农业技术体验活动可以通过田间示范、实地考

察、农业科技展览等方式进行。第六，利用移动设备推

广农业技术：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开

发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实现农业技术推广的随时随地。

3.3  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民教育
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民教育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

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途径。第一，制定

科学的培训计划：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农业生产的

特点，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确保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

针对性。培训计划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

容、培训方式等。第二，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根据

农民的文化程度、年龄特点、生产需求等因素，采用多

样化的培训方式，如现场培训、线上培训、田间培训、

远程培训等。第三，注重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培训师资

队伍是培训效果的关键。要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提

高培训师资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第四，开展农民教

育活动：通过开展农民教育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和科技素质，增强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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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农民教育活动可以包括科技讲座、农业知识竞赛、

农业技术沙龙等。第五，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建立

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对培训效果进行定期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对培训计划、培训方式等进行调整和改进。第

六，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与农民教育相结合的试点项目：

在部分农村地区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与农民教育相结合的

试点项目，探索农业技术培训与农民教育相结合的有效

途径。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民教育是创新农业技术推

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强

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民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民需求，

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

3.4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激励机制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激励机制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

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手段。第一，明确激

励目标：根据农业技术推广的目标和任务，明确激励

目标，确保激励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第二，制定激

励政策：根据激励目标，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如财政

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激励政策应明确政策对

象、政策内容和政策条件等。第三，建立激励评价体

系：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激励评价体系，对农业技术推广

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激励措施进行调

整和改进。第四，加强激励监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激

励的监管，确保激励措施的落实和执行。监管方式可以

包括定期检查、专项审计、绩效评估等。第五，优化激

励资金使用：优化农业技术推广激励资金的使用，确保

资金的有效利用。激励资金可以用于技术研发、技术培

训、技术示范、技术推广等方面[3]。第六，加强激励宣

传：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激励的宣传，提高农民对激励政

策的了解和认可，增强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参与和支

持。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激励机制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

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农业

技术推广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调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的积极性，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

3.5  创新农业技术推广资金筹集方式
创新农业技术推广资金筹集方式是创新农业技术推

广方式、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重要途径。第一，政

府财政支持：政府应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财政支持力

度，确保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政府财政

支持可以包括农业技术研发资金、农业技术培训资金、

农业技术示范资金等。第二，企业投资：鼓励农业科研

机构、农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通过企

业投资筹集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企业投资可以包括技术

研发投资、技术培训投资、技术示范投资等。第三，农

民自筹资金：鼓励农民自筹资金参与农业技术推广，通

过农民自筹资金筹集农业技术推广资金。农民自筹资金

可以用于购买农业技术培训、购买农业技术示范产品等

方面。第四，政策性贷款：鼓励农民、农业企业等通过

政策性贷款筹集农业技术推广资金。政策性贷款可以包

括农业技术研发贷款、农业技术培训贷款、农业技术示

范贷款等。第五，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设立农业技术推

广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筹集农业技术推广资金。基金会可

以通过接受捐赠、发行基金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第六，农

业技术推广公益项目：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公益项目，通过

公益项目筹集农业技术推广资金。公益项目可以包括农

业技术培训公益项目、农业技术示范公益项目等。

结语

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策略

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在未来，我们

应不断探索新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结合农民的实际需

求和农业生产特点，确保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取得更好的

成效。经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我们相信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将取得更好的成效，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提

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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