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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种植之中的应用

林Ǔ华
通渭县常家河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Ǔ甘肃Ǔ定西Ǔ743312

摘Ȟ要：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种植中至关重要，通过科学培训、技术示范和咨询服务，将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

农民实用的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包括种子改良、精准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及农业信息化应用等，有效提高了农作

物产量和质量。然而，技术推广仍面临农民认知、资源配置及政策环境等挑战。因此，需强化农民教育、优化资源配

置、完善政策支持，以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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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农业技术推广作为连接农业科研成果与农民

实践的桥梁，对于提升农业种植效率、保障粮食安全及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农

业种植领域不断涌现新技术、新方法，如何有效推广这

些技术，使之转化为农民手中的生产力，成为当前农业

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探讨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种

植中的应用现状、成效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

1��农业技术推广的理论基础

1.1  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与分类
农业技术推广是指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民可应

用技术的过程。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活动，如技术培训、

田间示范、咨询指导等，旨在帮助农民掌握和应用先

进的农业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从分

类的角度，农业技术推广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

服务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纯的技术推广服务和综合

性的技术推广服务。单纯的技术推广服务主要关注农业

技术的直接传授，如新品种的引进、病虫害的防治技术

等。而综合性的技术推广服务则不仅包含技术传授，还

涉及农业经营管理、市场信息等方面。此外，按照推广

的方式，可以分为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传统方式主要

通过讲座、培训班等形式进行推广，而现代方式则更加

注重利用互联网、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信息传递。

1.2  农业技术推广的理论框架
农业技术推广的理论框架主要由知识传播模型和农

民学习理论构成。知识传播模型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基本

理论之一。它认为，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一个知识从研发

者到使用者的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技术推广

人员作为中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通过

有效的沟通和传播手段，将农业技术的知识、技能和信

息传递给农民，帮助他们理解和应用这些技术。农民学

习理论则是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探讨他们如何学习、接

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农民作为技术推广的直接对象，

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都会影响到技术

推广的效果。因此，农民学习理论强调，在农业技术推

广中，应该注重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他们

的学习能力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1.3  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与阻力分析
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需求、科技

发展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对新技

术需求的增加，农业技术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

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和手段。政策支持则是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通过

提供资金、人才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农业技术创

新的持续进行。然而，农业技术创新也面临着一些阻

力，如技术瓶颈、资金不足、农民接受度低等问题。这

些问题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通过加大投入、优化政策、加强宣传等方式，推动农业

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

2��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种植中的实践应用

2.1  种子改良与推广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起点，种子的品质直接关系到农

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因此，种子改良与推广是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通过科技攻关，成

功培育出了一系列高产、抗逆、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

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推广。（1）在小麦种植领
域，我国科学家成功培育了“济麦22”、“鲁原502”等
高产品种，这些品种不仅产量高，而且抗倒伏、抗病虫

害能力强，深受农民喜爱。在推广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多

种措施，包括建设新品种示范田、举办新品种观摩会、提

供种植技术培训等，帮助农民了解和掌握新品种的种植技

术。据统计，新品种的推广使小麦平均单产提高了1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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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1]。（2）在
水稻种植方面，我国成功培育了“超级稻”系列品种，

如“Y两优900”、“湘两优900”等。这些品种不仅产
量高，而且米质优、抗病虫害能力强。通过新品种的推

广，水稻产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减少了化肥和农药

的使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对环境的污染。

2.2  精准农业技术应用
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使农业生产更加智能化和高

效化。智能灌溉、无人机监测和土壤养分管理等技术的

应用，为农民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农业管理手段。（1）智
能灌溉系统通过集成传感器、控制器和通信技术，实现

了对农田土壤湿度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灌溉。在甘肃某大

型农场，农民利用智能灌溉系统，根据土壤湿度和天气

预报，精准控制灌溉时间和水量，使水资源得到了充分

利用，同时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2）无人机监测技术
为农田管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搭载高分辨率摄像

头和多种传感器的无人机，可以对农田进行低空飞行监

测，实时获取农田的作物生长状况、病虫害发生情况和

土壤湿度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为农民提供精准的决策

支持，帮助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

黑龙江某玉米种植区，农民利用无人机监测技术，成功

发现了玉米田的病虫害问题，并采取了针对性的防治措

施，有效避免了病虫害的扩散和危害。（3）土壤养分管
理技术的应用，使农民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土壤养分状

况，制定合理的施肥计划。通过土壤养分监测设备，可

以实时监测土壤中各种养分元素的含量和变化趋势，为

农民提供科学的施肥建议。在江苏某蔬菜种植基地，农

民利用土壤养分管理技术，根据土壤养分监测结果，合

理调整了施肥量和施肥时间，使蔬菜产量和品质得到了

显著提升[2]。

2.3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病虫害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威胁之一。传统的化学

防治方法虽然能够快速有效地控制病虫害，但长期使用

会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方向。（1）生物防
治是利用天敌、寄生虫、病原微生物等生物因子来控制

病虫害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环保、高效、可持续等优

点。在云南某茶园中，农民利用天敌昆虫——瓢虫来防

治茶树上的蚜虫和粉虱等害虫，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通

过释放适量的瓢虫到茶园中，害虫的数量得到了有效控

制，同时也没有对茶树造成任何损害[3]。（2）物理防治
是通过物理手段来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例如，利用黄板

诱杀害虫、利用性诱剂诱杀害虫成虫等方法都属于物理

防治的范畴。在山东某蔬菜种植基地中，农民利用黄板

诱杀害虫的方法，成功控制了蚜虫和白粉虱等害虫的危

害。这种方法不仅环保无污染，而且操作简单易行，深

受农民喜爱。

2.4  农业信息化与物联网技术
农业信息化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农业生产

提供了更加智能和高效的管理手段。通过物联网技术，

可以实时监测农田环境和作物生长状况；通过农业信息

化技术，可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为

农民提供更加精准的决策支持。在湖北某大型农场中，

农民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农田的土壤湿度、温度、

光照强度等参数，并通过农业信息化技术接收个性化的

种植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农民可以精准地控制灌溉、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措施，使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得

到了最优化的控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

等终端设备随时随地查看农田的实时数据和信息，实现

了对农田的远程监控和管理。这种智能化的管理方式不

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对

环境的污染。

3��农业技术推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3.1  技术接受度低
（1）农民认知障碍：农业技术的推广首先面临着农

民认知障碍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有

限，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低。他们习惯于传统

的耕作方式，对新技术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导致他们在

面对新技术时持谨慎态度，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

面，新技术往往意味着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改变，这种改

变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使得农民在心理上产生抵触。

（2）经济成本考虑：除了认知障碍外，经济成本也是影
响农民接受新技术的重要因素。新技术的引入往往伴随

着较高的初期投入，包括设备购置、技术培训等费用。

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在权衡成本与收益时，农民可能会因为担心新技术带来

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投入成本而选择维持现状，从而阻碍

了新技术的推广。

3.2  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
（1）资源配置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健全与否

直接影响到技术推广的效果。然而，当前农业技术推广

面临着资源配置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

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有限，导致技术推广工作缺乏

足够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技术推广所需的物资、设

备等资源也往往供应不足，影响了技术推广的进度和效

果。（2）人才短缺：人才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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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农业技术推广领域存在着人才短缺的问题。

一方面，基层技术推广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满足技术推

广工作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推广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影响了技术推广的质量和效率。此

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培训体系，技术推广人

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受到了限制。

3.3  政策与市场环境
（1）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农业技术推广需要政策的

支持和引导。然而，当前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是制约技术

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措

施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难以有效满足技术推广

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

够等问题也时有发生，影响了政策对技术推广的推动作

用。（2）市场信息不对称：农业技术推广还面临着市场
信息不对称的挑战。一方面，农民在获取新技术信息时

往往存在渠道不畅、信息不全等问题，导致他们难以及

时了解新技术的发展动态和市场前景。另一方面，由于

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性，农民在采用新技

术时难以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从而增加了经

营风险。

3.4  对策建议
3.4.1  加强农民培训，提升技术接受度
（1）提高农民认知水平：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示

范、经验交流等多种方式，加强农民对新技术的了解和

认识。同时，利用媒体宣传、社交媒体等渠道，扩大新

技术的传播范围，提高农民的知晓率。（2）降低经济成
本：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为农民采用新技术提供资

金补贴或贷款优惠。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技术

推广，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此外，还可以推动

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降低新技术的生产成本，减轻农

民的经济负担。

3.4.2  完善技术推广体系，加强资源配置和人才建设
（1）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

投入力度，确保资金、物资等资源的充足供应。同时，

建立科学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部门

协作方面，应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避免资源

浪费和重复投入。（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定向培
养、人才引进、在职培训等方式，提升技术推广人员的

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同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和晋

升机制，激发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此

外，还可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3.4.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市场环境
（1）完善政策措施：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更

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

有力的政策保障。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确

保农民能够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和要求。（2）优化市场
环境：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和发布工作，提高市场

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为

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和价格指导。同时，加

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打击不正当竞争和市场欺诈行

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农民权益。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种植中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通过

持续的技术革新与推广，我们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

而，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仍需不断探索和创

新，加大推广力度，优化服务机制，确保农业技术真正

惠及广大农民，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让我们携

手共进，共创农业技术推广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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