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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农业技术推广途径思考

何 凯1 罗彦平2*

1.��伊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新疆 伊宁 835000

2.��伊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验站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 要：大力发展农业，就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手段与农业生产管理方法上，而是需要积极运用新理念、新技

术、新形式来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尤其要借助先进技术与设备的辅助作用来突破传统农业生产对于人力的依赖

性与局限性，通过运用好先进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优势来做好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通过有效的推广策略，来推

动农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从整体上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更好地迈入现代农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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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互

联网+”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变革与机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农业领域同样面临

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农业技术推广作为农业发展的

重要支撑，其推广途径的创新与拓展显得尤为重要。运

用研究应用“互联网+”时代下农业技术推广的新途径，
为推动我国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创造有利

条件，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业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1 互联网 +时代对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作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演进，其对农业技术推
广产生的正面影响越来越显著。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

用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渠道，还为其提供

了更多样化的推广手段。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农业技术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到广大农村地

区，覆盖更广泛的农民群体。农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

对面培训或有限的信息传播渠道，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

随时随地获取最新的农业技术信息。

其次，互联网技术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了多样化的

手段。利用网络平台，可以开展在线培训、远程教学、

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的推广活动，满足不同农民群体的

学习需求。这种多样化的推广方式不仅提高了农业技术

推广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还使得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

间和地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学习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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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再次，互联网技术有效提升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效

果。通过网络平台，农民可以实时获取最新的农业技术

信息，及时了解技术应用的效果，并根据反馈调整自己

的生产行为。这种实时反馈和互动机制不仅提高了农民

技术应用的积极性和效果，还使得农业技术推广更加精

准和有效。

最后，互联网技术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了更加便捷

的服务。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取技术支持和咨询服

务，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这种便捷的服务方式不仅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益，还使得农业技术推广更加贴近

农民的实际需求。

由此可见，互联网技术对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作用

不仅体现在拓宽了推广渠道和提供了多样化的推广手

段，还体现在提升了推广效果和提供了便捷的服务。随

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
技术将继续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农

业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的

便利和效益。

2 互联网 +时代下农业技术推广的新途径

2.1  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精准推广
在“互联网+”的新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和云计算

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农业技术推广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两

大技术的结合不仅为农业领域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处理能

力，还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共享，使得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得以更高效、更精准地实施。

通过大数据技术，农业部门可以对海量的农业生产

数据和农民行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这些数据包

括但不限于农民的种植结构、作物生长情况、生产效

益、市场需求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农业部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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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以及农业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农业部门可

以制定更加精准的推广策略。例如，针对某些地区农民

普遍反映的作物病虫害问题，农业部门可以推出针对性

的防治技术方案，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方案迅速传达

给农民。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技术推广的针对性，还能确

保技术方案的实际效果。

此外，云计算技术在农业技术推广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通过构建农业技术推广云平台，农业部门可以实

现资源的共享和信息的互通。这个平台可以集成各种农

业技术资源，如专家库、技术资料库、案例库等，方便

农民随时随地进行查阅和学习。同时，云平台还可以提

供在线咨询、远程指导等服务，使农民能够更加方便、

高效地获取技术支持。

以广东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为例，肇庆地区的农民

普遍反映水稻种植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病虫害问题。在

传统的技术推广模式下，农业部门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和人力去实地调查了解情况，然后再制定相应的技术

方案。而在“互联网+”时代，农业部门可以通过大数
据技术迅速收集和分析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数据和农民行

为数据，准确找出病虫害发生的原因和规律。然后，利

用云计算技术构建的农业技术推广云平台，农业部门可

以快速制定并发布针对性的防治技术方案。农民只需通

过云平台就能及时获取到这些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操

作。这样不仅能快速解决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技术应

用能力和生产效率。

2.2  借助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广泛传播
在“互联网+”的大潮中，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

其在农业领域，这些新媒体平台为农业技术的推广开辟

了新的天地。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其庞大的

用户基础和高效的信息传播机制，成为了农业技术知识

普及的有力工具。农民朋友们只需轻轻一点，就能获取

到最新的农业技术动态，从而为自己的农业生产注入新

的活力。

而针对农民朋友开发的移动应用，如农业技术APP，
更是将农业技术推广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APP不
仅提供了丰富的农业技术资料，还结合了实时天气、土

壤检测等实用功能，让农民朋友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农业

生产的最新动态。此外，这些APP还常常配备有互动社
区，农民朋友们可以在这里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共同

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

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农业技

术推广的覆盖面，还通过其互动性和趣味性的设计，有

效激发了农民朋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农民朋友们不

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技术推广的积极参与者

和推动者。这无疑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推广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推广模式不

仅成为主流，而且展现出强大的潜力和活力。这种模式

不仅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和高效性，还结合

了线下实体组织的实地操作和具体指导，形成了线上线

下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线上平台的作用不可小觑。通过建设技术指导和咨

询服务网站、移动应用程序等线上平台，可以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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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广大用户提供海量的技术信息和资源。例如，可以

发布技术教程、视频教程、在线问答等多样化的内容，

满足不同用户的学习需求。同时，线上平台还具备实时

互动和反馈的特点，用户可以随时提出问题和建议，获

得及时的解答和帮助。

线下实体组织的实地培训和示范推广同样重要。通

过组织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等实地场所，

开展面对面的培训和指导，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新技术。这种实地培训的方式更加直观、生动，用

户可以直接与专家交流互动，解决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

问题。同时，通过示范推广，还可以让用户看到新技术

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优势，从而增强对新技术的信任

度和接受度。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农业技术教程和视频，引导农民

进行线上学习，可以让他们了解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种植

方法。同时，组织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培训

和指导，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在实际种植中遇到的问题，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种推广模式不仅提高了技术

推广的效率和效果，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4  强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与协同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

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三大主

体各自拥有独特的资源和优势，通过相互合作与协同，

可以极大地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农民

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服务。

政府可以发挥其在政策制定和资源整合方面的优

势，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支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例

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

广；同时，还可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

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此外，政府还可以加强农业技术

培训和指导，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生产能力。

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优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同时，企业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渠道和销售经

验，将农业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推动农业技术的广

泛应用。例如，农业科技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智能农业设

备，为农民提供智能化、精准化的农业生产服务，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

社会组织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

作用。它们可以积极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为农民提

供多样化的服务，如技术咨询、市场分析等。同时，社

会组织还可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到农业

技术推广工作中来。例如，农业合作社可以组织农民进

行技术培训和交流，分享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提高

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经济效益。

通过加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

同，可以形成合力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各自资源和优势，

共同打造农业技术推广生态圈，为农民提供更加全面、

优质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促进农业技术的广

泛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还可以推动

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和社
会组织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加强合

作与协同，可以形成合力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深入

开展，为农民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服务，推动农业产

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为农业技术推广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拓宽推广

渠道、创新推广手段、提高推广效果和服务质量可以有

效推动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未来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深入发展和应用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创新性的农业技

术推广模式和实践不断涌现为推动我国农业事业的繁荣

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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