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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农业科技需求服务调研

陈 治 /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谭广梅 /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

为准确了解广大农民、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对农业科技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服务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笔者通过采取随机问卷调查和走访

座谈等方式，对农业科技需求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采取随机问卷及入户走访的形式，共收集有效

问卷及访谈数据627份。根据对627个调查对象进行

定量分析，发现农业科技需求主体样本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需求主体年龄结构较以往有年

轻化趋向，但整体仍偏大；二是生产经营范围逐步

向全产业延伸，但仍以大宗种养为主；三是规模生

产经营成为明显趋向；四是农业科技需求主体兼顾

各种文化层次，身份具有多样性。

当前农业科技服务基本现状

公益性农技服务是当前农业科技服务主体，农

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越来越活跃。627名受访主体全部

接受过市、县、镇农业技术推广单位或农业科研教

学单位的服务，公益性农技服务覆盖率达100%。受

访主体中，有231人接受过农业企业的服务，占总数

的36.8%；226人接受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的服务，占总数的36.0%。各级各类农业社

会化服务主体和组织成为开展农业科技服务越来越

活跃的主体，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集中培训、入户指导仍是当前农业科技服务的

主要方式，现代信息平台成为服务重要渠道。627

个农业科技需求主体中，参加过市、县、镇农技推

广单位组织的农业种养实用技术、创业技能集中培

训的551人，占总数的81%；接受过农技推广人员到

田、入户指导服务的539人，占总数的85.9%；参加

过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开展的定期技术指导服务388人，占总数的61.9%；

参加过农业科技下乡、农业科普宣传等活动的206

人，占总数的33.1%；接受过其他服务78人，占总

数的12.3%。微信、QQ、农技服务APP等现代信息

平台在农技服务中呈普遍应用趋势，627个调查对

象中，加入相关产业或技术服务微信群、QQ群的

有369人，占总数的58.8%；应用农技耘APP、农技

致富手机报等手机应用软件的有163人，占总数的

25.9%；通过电视、广播、网络获取农业科技信息

的达16.1%。

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增产增效实际作用得到广泛

认可，但科技服务的针对性、长效性还需加强。绝

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同农业科技的应用能够降低成

本、增加产出，进而促进增效，特别是在主推品种

选用、主导技术推广方面，科技服务发挥了较为明

显的作用，但当前农业科技服务也存在针对性、长

效性不强的问题。

当前农业科技需求及服务热点分析

农民及各类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的技

术内容。一是对增产性品种、技术的需求仍处于首

位。调查对象普遍反映需要优质、高产、抗逆性强

的优良新品种及与之相配套的高产高效种养技术。

二是对轻简型、机械化技术以及质高价廉的品种及

农业投入品有较高的需求。经营主体普遍反映水稻

机插、稻麦机收等方面机械化程度较高，但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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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机械、设施栽培小型农机方面比较缺乏，与之

相配套的技术推广不够。三是对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产品加工购销技术有比较集中的需求。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对农产品市场、质量、品牌等方面关注度

越来越高。规模种养大户对农业标准化生产、“两

品一标”认定、农产品品牌创建打造、农产品加工

储运、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购销等技术表现出比

较集中的需求。四是对新兴产业以及绿色生产技术

关注度较高。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农业

绿色生产方式、技术更为关注，绿色生产、产地可

追溯、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土壤治理修复、新型

生物肥药成为关注点。

农民及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的技术服务

方式。农民及各类农业主体比较青睐于以下几种技

术服务方式：一是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经营主体

普遍愿意接受的是在本乡本土举办的农业技术集中

培训班，并且希望培训的内容具有较强针对性。二

是定期的到田入户指导。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

农技人员入户指导最为有效。三是观摩学习。四是

及时的网络诊断和信息发布。

经营主体面临的服务热点难题。一是不能及时

了解具体政策。二是农业保障水平低，保险范畴偏

窄不能根本解决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损失。三是农产

品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价格不稳定、销售不稳

定。四是农忙劳动力短缺问题，大户或农场主在农

忙关键期寻找短期雇工劳动力的难度越来越大。

强化农业科技服务的对策思考

坚持需求导向，开展农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围绕绿色农业发展，组织开展

农业科技创新攻关，重点在粮食绿色增产、良种良法

筛选引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智能农业、设施农业、

生态健康养殖、畜禽粪污治理、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

域，加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瓶颈攻关力度，形成

一批适合盐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满足农民主体需求

的共性集成技术，列入盐城农业科技重点推广计划。

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农户合作共建、

龙头企业自建、基地配套建设等方式兴建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发展农资、育苗、移栽、植保、收获、包

装、贮藏、购销等社会化服务，不断培植壮大服务能

力，满足农民等主体服务需求。

坚持效果导向，创新农技服务方式方法，建立

长效机制。加强农技培训，提升农业生产技能和创

业技能为目标，实施分层次、分类别、分专题农

技培训。加强入户指导，遴选农技指导员挂钩服

务农业科技示范户，定期入户开展技术服务指导

工作；深入开展农技人员挂钩服务农业活动，实

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

要领直接到人。加强观摩学习，并探索增加农民

现场实践操作环节。完善信息服务手段，吸纳更

多的农民主体加入微信、QQ产业群，充分发挥其

交流、学习、分享、咨询功能，增加“农技耘”

盐城用户，打造好“农技耘”地方频道,让“农技

耘”成为广大农民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离不

开的贴身专家和科技保姆。

坚持人才导向，打造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选拔

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岗位职责要求的人员进入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加强分级分类培训，支持地方

实施农技人员定向委培、实施农技服务特聘计划，

增强农技服务的覆盖面和服务效能；积极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采取教育

培训、资格认定、政策扶持等措施，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力度，开展分类培训指导扶持，创造新型

职业农民从业的良好环境，让新型职业农民能够体

面从业，得到社会认同和尊重，增强农民等主体留

在乡土学用科技、生产经营的意愿。

坚持政策导向，营造主体发展和科技供给的

良好环境。不断激发科技人员投身科技创新的内

生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为促进成果

加速转化应用提供有力保证。加大涉农资金向传

统农区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大市的财政转移

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的政策体系，鼓励农户自愿以土地经

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扶

持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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