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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的问题与对策漫谈
许　用

（罗州镇农业服务中心，贵州 毕节 553203）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也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然而，从现阶段而言，我国农业的发展仍然

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针对这种问题，笔者主要从推广农业技术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实施策略三个角度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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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高。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可平衡

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比例，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强农村的

生产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重

视农业的发展。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以农业技术的推广为切入点，

进行相应农业生产的论述，旨在推动农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可借鉴

性的建议。

一、推广农业技术的意义

（一）平衡人地矛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建设用地逐渐增加。为

了更好地平衡农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之间的关系，相关负责人可在

保证固有农业耕地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在具体

的落实上，相关负责人可通过运用农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单位面积内农业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的收入，平衡经济

发展中人地之间的矛盾，推动我国农业的良性持续发展。

（二）提高农民收入

相关负责人可将农业技术运用在农业生产中，转变原有的劳

作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单位面积内农作物的产量，

真正让农民获得高收入。与此同时，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普及，有

利于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学习、运用各种新

兴的农业技术，形成良性的农业发展循环，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收入。

（三）合理利用耕地

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

导致农业用地得不到有效提升，比如、病虫害等。针对这种状况，

有些农民往往采用传统的喷洒农药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两方面危

害：一方面导致生态环境遭到损坏，另一方面导致病虫害处理问

题得不到解决，进一步造成土壤的肥力不足，导致土地利用率低。

通过运用农业技术，农民可真正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土

壤的肥力，减少农作物的损害，提升整体的农作物产量，达到提

升土地利用率的目的。

二、农业技术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一）技术推广缺乏资金

在农业技术推广中资资金费用的不足是遏制农业技术有效推

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由于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不足，导致相关的

技术推广人员得不到相应的物质保障，使他们无法积极地投入到

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中，出现指导不到位，服务不积极的尴尬状况，

进而造成整体的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理想、资金匮乏的尴尬状况。

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导致农业发展得不到相应的设备、技术支持。

即，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资金，导致相关技术人员无

法引入先进的设备，造成农业生产与现代化农业发展脱节，阻碍

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二）农民新技术掌握弱

众所周知，在广大农村地区，部分农民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文化程度水平低，导致他们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弱。通过调

查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接受新事

物的能力普遍较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业地区农民收入的降低，

导致大部分农业生产者为一些中老年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

青壮年人已经走出农村，走入城市。年纪较大的留守农民接受的

新技术能力更低，进一步阻碍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三）农业技术信息化低

农业技术广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部分农业生产部门并不注重通过现有的传播方式进行相应的农

业技术推广工作，只是进行单一的农业技术传播，而这种指导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他原因是，由于农民个人喜好的关系，他们

并不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革新中，从而导致

整体的农业技术推广效率低下。

三、农业技术推广的实施策略

（一）增加农业经费投入

加大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方面，借

助政府的力量。相关农业技术推广负责人可积极向政府审批农业

资金，将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第二方面，

在资金的运用方面。相关负责人可以将资金运用在提高农业技术

推广人员的收入上，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投入到相应

的技术推广过程中，真正去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将资金引入到相应的设备技术的引

进上，将先进的生农业生产设备引入到农业的生产中，提高农业

的生产效率。除此之外，相关负责人可以引入相应的社会资本，

将农业生产与企业发展进行联合，构建相应的农业与企业联合机

制，利用企业的资金完善农业的生产方式生产销售渠道，实现农

业生产的全面优化升级，促进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通过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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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两个渠道进行资金的引入和运用，相关技术负责人员可为

农业的生产提供动力，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

（二）提升农民培训力度

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让农民掌握先进的农

业技术，使他们将这种技术运用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提高整体

的农作物生产效率。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相关负责人员可以借鉴

如下的三种方式：一树立正确的农业技术观念。相关人员需要通

过多种方式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宣传，使农民意识到运用农业技

术的重要性，并将农业技术运用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转变他们

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二注重对于农民的培

训。相关技术人员推广人员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入手。在

理论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开设农业大讲堂活动，让农民在线上学

习相应的农业知识，也可以在线下组织农民进行专业性的培训。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负责人可针对本地区特有农作物成的生长规

律，以及常见的农作物的病虫病害，进行针对性的理论培训，使

农民掌握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实践方面，相关负责人可以结

合本地区农作物季节性的病虫害进行实践性的指导，即定期开展

下乡培训，组织针对性地农民培训活动，使他们意识到传统农业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让农民掌握更为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

整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三构建农民培训小组。相关负责人可以在

农民中选取一些农业基础知识强、农业生产水平高的人，让他们

组成农业培训小组，使这个小组定期指导本地区农业的发展，解

决农民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相关部门需要与

该农业培训小组进行沟通，及时发现并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真正将培训落到实处，促进农民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提高农业信息水平

相关人员应该重视农业信息技术推广的信息化水平，注重采

用多种方式进行相应的农业技术宣传，积极的引入农民熟知的信

息传播渠道，让农业信息技术得到最为广泛的宣传。在具体的落

实上，相关部门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第一，设置相应的农业生

产电视栏目。相关部门可以和当地的电视台合作，构建农业技术

栏目，定期推广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民通过电视的方式了

解各种先进的农业技术。第二，通过新媒体宣传农业技术。相关

部门可以制作相应的农业生产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多种新媒体

上推广，让农民在观看这些视频的过程中掌握一些具有实用性的

农业生产技术。第三，构建相应的农业生产网站。相关部门可以

构建相应的农业生产网站，让农民定期观看此网站，并学习一些

必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使他们并将这些技术运用在实际的生产过

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可以构建农业技术应用反馈系统，

让农民将具体农业技术的使用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定期回馈给农

业技术推广人员，让技术人员结合农民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开展

多种形式的指导，比如线上指导或线下指导，让农民在技术应用

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最终达到提升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水平

的目的。

（四）完善农业技术体系

相关部门可构建相应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三个角度入手：

在组织结构方面，相关部门可构建相应的省、市、县层层约束、

指导的结构，定期向下一级机构汇报农业技术的推广状况。与此

同时，下一级机构也需要定期向上一级机构汇报农业技术存在的

问题，并接受上级机构的指导，实现机构的层层联络、指导，提

升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第二，构建一支具有实际“接地”性的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相关部门需构建一支“接地性”队伍，让队

伍成员真正深入到农户的家、农田中，推广相应农业技术，解决

农民在农业技术应用中的问题，变革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

农业的生产效率。第三，重视农业技术的宣传工作。相关部门需

要与其他机构进行联合，比如当地的媒体、广播栏目等等，让他

们定期宣传先进的农业技术，进一步宣传农业技术。

（五）增强农技质量水平

在提升农业技术质量水平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落实“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从当地的实际状况入手，开展针对性

的农业技术推广指导。在具体的落实上，相关部门可以借鉴如下

两种方式：方式一，相关部门从当地农民中评选农业生产带头人，

让农业生产带头人带领大家学习、推广农业技术，解决在农业技

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目的。方式

二，构建农业示范地。相关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建立相

应的农业生产实训基地，向农民展示农业技术应用成果，让农民

真正意识到农业技术应用的必要性，使他们更为积极接受相应农

业技术推广指导，促进本地区农业质量的提升。通过采用带头人、

示范基地的方式，相关部门可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促进农

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总而言之，农业技术推广不仅涉及的主体多，面临的问题多。

为此，相关部门在推广农业技术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个问题

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寻求农业技术推广效益的最大化，增

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古文平 . 山区农业技术推广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初探 [J]. 赤

子（中旬），2013（08）.

[2] 金明珠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之现状分析 [J]. 科技创业月刊，

2011（04）.

[3] 范廷刚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探讨 [J]. 南方农业，2016（36）.

[4] 魏东 .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的现状及措施 [J]. 吉林农

业，20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