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根本上对喀斯特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地区提高农业机械
技术推广及应用技术，就要积极落实党的中央政策指示，根据实
际地区的情况选择相应的农具和机械技术的推广，使中国的农业
发展水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一、喀斯特地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及应用的必要性和问题
（一）喀斯特地区农民机械操作接受能力差
目前在喀斯特地区的农民机械操作人员大多数的文化水平较

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造成了困难
和阻碍，让他们接受较为先进的或者比较复杂的农业机械技术具
有一定的难度，现代的农业机械技术的掌握和学习需要操作人员
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经验，这样才能将农业机械技术真正地落
实到位。在对喀斯特地区进行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和应用之前要重
视并落实对操作人员的工作培训和专业化指导，避免在实际生产
和发展时出现各种问题，如操作不灵活，和设备使用不当所引起
的故障等等，减少了这些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二）喀斯特地质条件恶劣对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和应用造成
限制

喀斯特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耕地资源短缺，由于地表的
起伏很大，适合耕地种植的土地面积很少，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
土地大多数集中在较为平坦的地区，但是这些平坦地区的土壤肥
力条件同样低下，同时这些地区大多数都比较破碎，并不连续，
而且沙漠化现象也很严重，对农业生产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
性，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形成了巨大的阻碍。因此在
喀斯特地区农业化改造的前期大多只能通过小型农具进行投入生
产，但是人工和技术成本很高。喀斯特地区的植被稀少，生态环
境脆弱，倘若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机械化改进对喀斯特地
区来说可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蓄水能力进一步下降，对喀斯特地
区的生态稳定性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生态环境
的因素限制了喀斯特地区的农机具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

（三）喀斯特地区农机具的管理运行不合理
由于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对农机具的推

广和应用过程也因此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如今的农机具推广模式
一直按照由上而下的直线纵向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样的模式下
也同时造成了农机具的分散严重，现行管理的机构多数为条块分
管和分割体制，导致农机具在推广时存在垄断经营和职能交叉等
状况，让农机具资源无法得到及时地共享，极大的程度影响农机
具的推广和应用效率。在对农机具的推广和运行管理上自然要通
过行政手段的方式进行改进，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弊端，例如农
机具的实际应用和农民的实际需求脱节，农机具的推广和创新应
当根据当地客观的情况，选择适合的方向进行发展。而且农机具
推广部门的体系不够健全，服务差，功能非常单一，也同样对农
机具的推广管理运行造成的阻碍作用。

（四）喀斯特地区农业机械技术的投入不足
因为喀斯特地区的农业基础条件很弱，自然条件低劣等因

素，导致喀斯特地区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投入不足，在实际的推广
应用过程中存在空壳现象，一方面资金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基础
设施也不够完善，再加上喀斯特地区农业生产人员的技术水平低
下，对农业机械技术掌握程度不够，在实际生产的情况下存在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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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以食为天，农业的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城市建设的发展，直接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现如今，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推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时代的逐渐信息化，更多的信息技术应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技术发展，使农业机械技术达到新高

度。中国正式的农业持续性发展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的农业发展水平和建设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和进步，但是发展迅速的同时，我国仍然存

在相当数量的喀斯特地区。因为喀斯特地区的地形崎岖，耕地面积很少，土壤层薄且土壤肥力很低，存在大量的可溶性石岩且持水性差，造成了喀斯特地区

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水平低下而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对全国化的农业发展和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和应用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本文就喀斯特地区地质

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研究在喀斯特地区的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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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安全隐患且效率低下。相关部门对喀斯特地区的资金投入不
足，因为喀斯特地区的农业情况的复杂性，政府对其投入和重视
程度有限，因此难以形成一个有效改善喀斯特地区农业现况的有
效方案。

二、喀斯特地区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具体措施
（一）因地制宜，积极引进发展农业机械技术新机具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如今的农业实际生产过程中已经逐渐

发展出了更先进效率更高的农业机械技术，在喀斯特地区最为适
用的如液压技术，旋耕机，联合耕作机械等。

但因大部分喀斯特地区因生态环境差，科技经济及教育方面
相对滞后，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新机具的应用较少，液压技术
主要用在 20 马力及以上的农用拖拉机及联合耕作机械上，液压技
术的应用在实际生产中提高了农业实际生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二）争取政府支持
进入新世纪，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

题”，这足见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农
业机械新技术推广人员要尽量从政府部门得到支持，力图使政府
宣传部门与农机推广部门形成合力。针对当地生产条件，进行不
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农机具以及新技术的演示，并请当地党委及
政府领导出席，让领导做农民的参谋与当家人，增加农机新技术
的信服力。在推广中遇到困难，可以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帮
助，比如演示场地不足、农民参与互动的积极性不高等，都可以
通过地方政府出面想办法解决。此外，可以建议地方政府使用财
政拨款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经济补贴与政策倾斜，提高农民购
买农机具的积极性，减小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农民没有后顾之
忧。总之，农业机械新技术推广部门要与地方政府以诚相待，使
政府了解农机具推广方面的实际困难，并从经济以及政策上给予
一定支持，保证推广工作有序进行。

（三）建立健全新型农机技术推广体系
要想做好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工作，就要以市场经济规律

办事，积极研发新型农业机械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转变思想观念，创新推广思路，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搭建农业
机械技术厂商与农民合作的平台，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机械，农业
机械技术厂家就研究什么，通过以需定产，强化国家宏观调控机
制，将农业机械技术切实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为农业生产服
务。还要时时了解农业生产的动态，适时提高农业机械设备的工
作效率，从而提升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效能。

三、结束语
农业生产在人类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生产发展

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喀斯特地区是
一直以来农业全国化项目的一项难点，生态环境脆弱，农业改造
难度困难，通过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和应用可以逐渐改善喀斯特地
区的贫瘠现状，相关部门和管理人员要对喀斯特地区的农业机械
技术应用改造重视和落实中央政策进行改造。加强对相关工作人
员和农民机械操作工作者的技术培训和专业化指导，提高工作效
率的同时也减少了相应的安全隐患。坚定坚持科学发展观，严格
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创立新技术示范基地，建立和完善专业化的



服务推广体系，实现研发与推广部门的协调配合，全面促进我国
农业机械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只有这样喀斯特地区农业机械技
术推广及应用才能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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