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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背景

促进农业现代化

基层农技推广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

装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推

动农业转型升级。

应对农业挑战

当前，农业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农产

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效益等多重挑

战，基层农技推广有助于解决这些问

题，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基层农技推广可以为乡村产

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促进乡村经济

繁荣。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基层农技推广可以引导农民采用环保、节能的农业生产方

式和技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提升农民技能水平

通过基层农技推广，农民可以学习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

识，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和生产能力，增加农业收入。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可以将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

带到田间地头，让农民及时了解并应用到生产中，提高农

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农业科技成果只有应用到实际生产中才能发挥其价值，基

层农技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缩短

科技成果转化周期。

推广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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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设置不

完善，缺乏专门的推广中心和人

员，导致技术推广工作难以深入

开展。

机构设置不足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中，部分人员

缺乏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无法

满足农民的技术需求。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推广机构和人员配置



目前，基层农技推广经费普遍不足，

导致推广活动无法充分开展，技术推

广效果受限。

在农技推广投入中，重硬件轻软件、

重研究轻推广的现象较为普遍，使得

技术推广工作难以取得实效。

推广经费和投入

投入结构不合理

经费不足



传统手段为主
当前，基层农技推广仍主要依赖传统手段，如现场指导、培训班等，缺乏现代

化的推广手段。

信息化手段应用不足
虽然近年来信息化手段在农技推广中有所应用，但普及率和效果仍有待提高。

推广方式和手段



需求迫切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民对新技术、新品种的需求日益迫切，但缺乏有效的

获取途径。

认知度不高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的限制，他们对农技的认知度普遍不高，需要

加强宣传和培训。

农民对农技的需求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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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备不足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数量不足，且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推广工作
的需要。

工作条件艰苦
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往往需要在田间地头进行，工作条件艰苦，对推
广人员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要求较高。

机构设置不完善
许多地区缺乏专门的农技推广机构，或者机构设置不完善，导致
推广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推广机构和人员不足



基层农技推广经费主要来源于政
府拨款和项目经费，来源不稳定
且有限，难以满足推广工作的长

期需要。

经费来源不稳定
部分地区存在农技推广经费使用不
合理的情况，如用于非推广活动或
管理支出等，导致推广活动经费不
足。

经费使用不合理

对农技推广经费的使用缺乏有效的
监管机制，容易出现挪用、挤占等
问题，影响推广工作的正常开展。

缺乏有效监管

推广经费不足



推广方式陈旧

部分地区仍然采用传统的农技推

广方式，如发放宣传资料、举办

培训班等，缺乏创新和吸引力。

缺乏现代科技手段

未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互

联网、手机APP等进行农技推广，

限制了推广效果的提升。

农民参与度低

由于推广方式和手段单一，缺乏

趣味性和互动性，导致农民参与

度低，难以形成有效的推广效果。

推广方式和手段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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