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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入户 农民增收致富 

李婷婷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农业农村局 

南京市江宁区自 2006 年开始，全面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项目，旨在推广适宜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器

械、新成果，让更多的农户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应用成果。经过多年实施，

江宁农业科技的普及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农技推广效益进一步增加，全体科技示范户的种植效益进一步提升，为新

时期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效 

2018 年，共遴选农业技术指导员 90 人，涉及农业专业的有蔬菜及西甜瓜专业和水稻专业两大类，科技示范面积达 8.14 万

亩。遴选 1500 户科技示范户，涉及面积 8.05万亩，主要分布在全区 9个街道 115个村社区。其中瓜菜专业种植 1.29万亩，亩

均提高效益 1000元，稻麦专业种植 6.82万亩，平均单产提高 10.5%，亩效益 300元。通过农业科技入户项目的注入，使得全区

农业生产及产业效能得到了提升，农业基础工作及农技推广各项工作得到了全面发展。 

农业科技入户工程为街道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条件，进一步提升了农村队伍的服务功能。2018年底，全区 10个街道，

农业农经推广队伍编制数 448人，实有人数 575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0人、本科学历 271 人、大专学历 170人、高中及

以下 114人，正高级职称 3 人、副高级职称 45人、中级职称 135人、初级及以下 392人。基本做到集中办公，即有较强功能的

服务阵地、有“一站式”服务平台、有规模示范基地、有优良的农技人员、有良好的云平台运行机制、有稳定的财政保障、配

备的会议室和培训教室；硬件到位，即必备的推广工作条件基本到位，全部配备了电话、数码相机、电脑等，配备了农产品及

土壤检测设备；待遇到位，即在岗在编人员的工资待遇由财政统一发放，解决了农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经验 

抓制度建设是做好农业科技入户项目工作的关键。一是选人制度。对农业技术指导员的选用，要符合有较高的农村政策队

伍水平，农业技术水平，具有中级职称及以上，且有多年的实践经验等条件。对种植示范户的选用，要符合热爱农业，常年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种植规模，能够遵纪守法，乐于帮助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种植户。其意义是让新

技术、新品种、新模式能够传递到更多的农户，并让示范户及时得到辐射和普及。二是工作制度。先由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项目

承担单位与技术指导单位签定服务合同，明确了各项职责及考核管理办法。再签定科技入户工程项目技术指导单位与技术指导

员签定服务合同，规范了服务内容及处罚办法。最后由农业技术指导员与科技示范户签定服务合同。规范了技术指导员的工作

职责和对示范户的工作要求。三是查验制度。每年项目承担单位都要成立部省级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项目领导和绩效考评小组，

由区农业局、区财政局相关单位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小组设定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办公室，负责该项目运作。每年中后

期对科技入户整体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技术服务合同》签订、《科技示范户电话核查表》核实情况，以及《科技入户指导

员手册》《科技示范户手册》的填写及相关台帐的检查等。经检查督促，各项工作循序渐进，成效明显。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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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几年来部省级科技入户工程推进情况，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技术指导有难度。在遴选的科技示范户中，有家庭农场主、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和种植能手，也有农户。在大户中，很多

种植户生产经验丰富，技术熟练，他们靠着长期积累的经验进行生产，而技术指导员理论知识丰富，生产经验不一定有种植大

户在行，所以给农业技术指导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还有些年长体弱的种植户，传统种植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技术指导出

现空档，使新技术推广周期长。二是辐射带动能力弱。全区科技示范户有一定数量是留守的较大年纪的农民，靠守着的几亩地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缺少专业培训和专业知识，他们有子孙养着而种田只是一种手段，他们只管收成，却很少去花时间

接近新技术。种植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很难起到科技示范带动作用。三是科技成果应用较少。部省级农业科技入户工程涉及的

范围广，农户户数多，农业技术指导员要每人负责 15-20 户左右农户，推广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有一定的难度。表现在时间与

农事有矛盾，新成果与农户接受上有矛盾，年龄结构传统观念与现代农业的理念有矛盾，导致一些农业新成果的覆盖应用率相

对较少。 

对策 

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是推进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较变的重要手段，如何进一步把这项工程建设好、管理好，是今

后开展这项工作的重点，也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惠民强农政策重要途径。一是大力开展技术培训。按照部省级农业科技入户工

程项目的经费配额，对种植示范户开展本专业的系统培训工作，采取集中培训，作物生长关键阶段现场培训，及相关知识的培

训相结合，让他们能够掌握运用多项新技术，切实提高示范户的种植水平。引导技术指导员对示范户的种植需求和存在问题，

进行归纳整理，系统性地指导农户进行新成果应用，让广大示范户尽快适应科学种田的环境，尝到甜头的示范户既能自己致富，

又能带动周边农户走上致富快车道。二是推进技术措施落实。农业科技入户涉及瓜菜和稻麦两个专业，要在品种上、种植技术

上下功夫，积极引种具有一定增产潜力的新品种，指导到农户。在栽培技术上，农业技术指导员要在培育壮苗、适时栽培等方

面及时跟上，强化肥水管理技术，在生产中期要针对作物生长状况，及时深入田头开展技术应用及指导，全面落实配方施肥、

精量栽培、综合防治、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技术措施直接到位。三是适时发放技术资料。在认真填写技术指导员手册，制定

分户技术指导方案的同时，与示范户共同完成《科技示范户手册》的填写，指导各月生产农事安排，发放蔬菜（西甜瓜）和水

稻生产管理意见及建议，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资料，同时与示范户保持联系，及时解答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制订示范带动方案，

鼓励其肩负起辐射带动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