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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

的农技人员长期被借调，导致推广工作

难以开展。一些机构模式传统，不关注

群众生产需求，只是年复一年定期不

定期地做一些技术推广、宣传，其内

容往往是多年反复、陈旧过时，仅为

了完成工作任务。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指出，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

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黎其万认

为，可依托龙头企业，走多元化路子，

强化和重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下一

步，应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

领，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聚焦底

盘技术、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等

领域，进一步强化农业科研院所、院

校与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

的基层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融合体系，

既强化农技推广体系的实力，又让农

业市场主体在发展中更有活力。

同时，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农

业科研院所、院校的农技推广职能职

责，加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专项经费

保障，形成“科研创新—示范推广”

为一体的发展模式，将极大地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大大缩短技术推广

周期，提高农技推广效能。

推广能力必须与时俱进 

   

记者在楚雄州某县采访时，当地

水果种植户赵普光曾提起过一件事：

2022 年 4 月，他准备对家里的 100

多亩梨园进行技术改良，为保证成功

率，他选好品种后，决定请县里的技

术员教他一些嫁接技术。然而，当他

几次打电话求助当地的农技推广站，

均未请到合适的技术员。究其原因，

是部分技术员对新品种和新技术一知

半解，缺乏服务能力。最终，赵普光

只得花 1000 元从当地一家龙头企业

请到一位技术员应急。

近年来，随着云南高原特色农业

快速发展，新品种、新技术和新设备

等层出不穷，群众的生产需求得到更

好地满足。“然而，传统农技推广站

（中心）基础设施薄弱、经费不足、

人员待遇不高、队伍建设滞后、人员

知识和技术结构老化、缺乏创新能力

等短板日益凸显。”一位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诸多问题和不足，导致农技

推广体系服务农业生产的能力在不

断弱化。

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

高服务能力，既是发挥农技推广作

用，助力特色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也是推进乡村公共服务优化布局的

必由之路。“解决服务能力弱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和物的问题。”云

南省农技推广总站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省级有关部门已关注到这些问

题，下一步，将依托乡村人才振兴政

策，从省级层面出台政策措施，完善

保障经费投入机制，从人力、物力、

财力上给予倾斜，指导各地强化基层

农技推广站（中心）人才队伍建设，

进一步优化队伍人员和知识结构，提

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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