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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9年聚焦“三

农”问题，并高度重视传统农业面向现代农业发展、转

化的进程。在农业产业不断优化，进步过程中，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承担着科研成果转化、农技推广的重任，

其能够通过对周边区域农民、涉农企业的影响、辐射、

带动，全面推进农业产业面向高科技、高产量发展。因

此，探索基于农技推广开展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能

够为新时期之下我国各地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提供

有效借鉴价值。

一、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于农技推广的目的是推动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第一能够促进现代农业科技与

农业生产有机融合，第二可对周边农户起到有效影响与

辐射，第三可通过农业项目的发展形成良好生态效益，

第四可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让先进农业生产技术

得到很好的应用。

（一）促进现代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有机融合

积极建设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能够

促进更多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的有机融合，在实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获取同时，真正促进我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推动我国农业走产业化道

路，面向优质、高产、高效方向进步，促进农业产值提

升，并面向市场提供无公害农产品。

（二）对周边农户起到有效影响与辐射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将在推广农技构成中引

进各种有机肥料、良种栽培。同时，利用先进的耕作技

术结合有机肥培养等技术，依托科研机构不断地研发、

更新，实现高投入、高效益，在实现生态生产模式调整

基础上，能够落实农村地区深加工产业发展，逐渐形成

产业化生产。

（三）形成良好生态效益

选择环境条件优越、气候适宜且土地资源丰富的地

块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在充分实现多类农业项目发

展同时，可站在现代农业视角下，对各子项目的综合开

发、利用统筹考虑，并让农业项目实现整体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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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变废为宝”，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保护了

生态环境。

（四）实现农村地区土地资源高效利用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成后，可实现对农村地区、时

限近郊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生态农业模式的落

实，在带动区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同时全面改善环境质

量，提升土地利用价值。

二、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策略

（一）发挥政府力量推动基地建设

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离不开政

府机构的大力支持，需要政府机构在规划、建设乃至后

期管理中实现赋能。

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项目从立项到建

设，均离不开土地经营相关事宜。因此，对于基地的建

设，政府应加强面向农户的土地流转鼓励，鼓励农户，

积极将自己的土地流转至农村地区专业合作者、种植专

业户、家庭农场等各种农业主体以及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项目，以推动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在促进土地效益最

大化的基础上，为科技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停工耕地土

地资源选择。在鼓励农民土地流转期间，政府对于大面

积承包土地的经营主体予以整存、资金层面的补助，并

积极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面向农村土地流转设立行政

咨询、土地纠纷处理以及合同签订等多维度的服务，为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立良好的资源环境与政策环境。

（二）寻求农业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

作为农技推广、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载体，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的建设，是各种农技与科研成果自诞生再到

农民手中的重要枢纽。因此，在农业科技示范及基地建

设阶段，地方农业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应对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提供有效的农业技术支持，组建高水平的农业科

技专家队伍，指导基地日常实施有效、科学的农技推广

以及试验阶段选种、培育、施肥的技术指导，确保基地

农业试验项目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成果。

与此同时，地方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部门应加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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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日常技术沟通，在

获取试验进展同时对各试验技术进行调整、分析，并结

合当地农业实际情况，发挥地方农业机构与农业部门的

力量，将示范基地农技、试验成果积极面向农民群体进

行推广、输送，此外，结合示范基地需求适当提供农业

设备、仪器，在保障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具备充足资源同时，实现试验成果大范围辐射、影响，

示范基地成果尽快转化为农民实用型生产技术，提升周

边农产品质量与产量。

（三）强化管理单位责任

为使基地在经营阶段可顺利开展农技推广、试验项

目，地方政府应联合农业部门、农业科研机构以及基地

管理单位，明确管理单位责任，通过科学规划、分类管

理，制定管理制度，明确科研成果责任。

在强化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管理单位

责任阶段，首先需要明确管理单位的管理责任，明确

要求管理单位对日常示范基地的管理开展科学规划、分

类管理，以确保其在充分符合基地最初建设目标基础上

发挥基地的转化、推广作用。第一，规划阶段，需以当

地农业产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在准确掌握当地农业发展

现状同时，结合示范基地区域特色，采取科学、信息化

的管理办法制定日常经营管理防范、田间管理方案、技

术推广管理方案。第二，以分阶段形式，制定基于农技

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发展目标，融合先进理论知识

与技术，形成具有特色的示范基地。第三，明确分类管

理责任，基地日常试验、经营阶段，需针对不同类型的

农作物试验制定针对性管理办法，不得以一次项目模板

直接套用其他项目。其次，地方政府应联合基地管理单

位、地方农业部门、科研机构联合制定面向基地的规范

化管理制度，以确保有效解决基地试验、经营、农技推

广过程遇到的各类问题。当下，我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的建设、规划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市场中难以直接获

取相对完整、健全且符合建设需求的管理制度，故只有

政府联合科农业部门、管理单位，面向未来管理工作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制度，才可确保在制度约束下基

地工作人员规范开展试验与农技推广工作。为确保基地

试验与农技推广工作达到预期效果，基地管理单位应将

激励政策、考核制度纳入到日常管理之中，定期面向工

作人员进行考核，以及时发现农技推广、农业科技试验

阶段人员存在的不足，并有效调动人员工作积极性，并

积极不断通过学习完善与提升个人农业知识结构与技

能。此外，在建设农技推广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期间，基

地管理单位应制定一系列补贴政策、人才培养政策，吸

引社会、高校中高水平农业人才投入农业示范基地工的

农技推广、农业科技试验之中，确保真正发挥农业人才

优势，促进基地科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最后，政府明

确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成果与农技辐

射、带动周边责任。示范基地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政

府应要求基地加强同周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涉农单

位、其他示范基地以及农户的交流、合作，积极学习他

人长处，弥补自身短处，并积极面向农户、涉农企业将

本单位农技进行传播、分享，实现基地同农户的互惠共

赢，以对周边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发展产生有效的辐射

与带动。

（四）提升农民素质

为充分发挥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既定功效，地方政府与农业部门应联合开展农民号召，

推动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项目试验中，并定

期安排农业示范基地开展面向农民的农技培训。

首先，在基地获取试验成果，开展农技推广前，政

府与农业部门，需加强面向农民群众的农技宣传，使农

民群众真正农技或是农业科技成果，了解其应用背景下

对农业生产所起到的作用。其次，地方政府应指导基于

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制定科学、合理、适宜

与农民的农技培训形式。如针对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的

现场演示、现场讲解，定期开展农技培训课程与讲座，

真正发挥示范基地辐射功能，让周边更多农户快速掌握

全新农技。此外，在建设示范及基地同时，推动每个示

范基地至少选择一项主推技术，组织农民开展现场观摩

培训，全面提升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有效提升

农技人员业务水平。再次，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应联合

基地，在区域内选取一批具备良好知识储备与农业技能

的模范农民、涉农企业管理者，对其重点开农技教学以

及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培养。采取由点到面形式，基于这

些模范农民、涉农企业管理者开展大范围农技传播、科

研成果应用指导，真正将基地优势转化为农民种植技术

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益提升，全面推动当地农业的规模效

益，为地区农业规模化发展奠定良好技术基础。

三、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成

功实例

（一）基地概况

案例示范基地位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团结村

团结屯，土壤为粘性土、排管方便且水利条件好，不仅

土地肥力均匀且具有较强保水性。该示范基地建设规模

为 10亩，基地主体为当地种植大户。技术支持方面，

由该自治县农业科教站负责示范基地的技术指导工作。

该示范基地主要业务为引进优质水稻品种，从事水

稻再生稻栽培试验示范，以有效探索种植再生能力较强

品种，从而在总结出再生稻栽培技术同时面向广大农民

群体、涉农企业展示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水稻水气平衡

栽培技术、再生稻轻简高效栽培技术、“三控”施肥技

术、秸秆还田、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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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建设过程

1.规划与选种。该示范基地以农技推广为目标开展

基地建设规划，坚持抓一个“早”字，于 2021 年严格

落实“早安排、早落实”原则，在 2021 年 2月投入建

设工作，建设初期，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在农业科教站

指导与政府部门协调下，自多渠道采集水稻良种，深度

分析不同水稻品种的特性，致力于选择合适自治县本地

生育期的良种开展栽培试验。最终，该科技农业示范基

地，选取表 8个水稻新品种作为实验对象，具体选中与

田间设计方案见表。

  科技农业示范基地试验良种列表

序号 品种分类 序号 品种分类

1 野香优海丝苗 2 野香优 703

3 坤两优 1号 4 野香优 688

5 甬优 1540 6 更香优 3号

7 色香优 3号 8 绿海优 3号

2.物资准备与试验方案确认。2021 年，为有效支持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实验工作，设计基地有机肥 200 千克

/亩，西洋 15-15-15 含硫复合肥 30千克/亩，尿素 20千

克/亩，钾肥 10千克/亩进行物资采购，并做好施肥技

术相关准备工作。结合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当地实际气候

环境等相关情况，将 3月 20 日定位基地播秧日，4月

13 日设为移栽日。

3.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方面，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农业科教站作为技术支持单位，以农技推广为目标，围

绕施肥方法、病虫害防治方案，方案中包括施肥量、肥

类以及病虫害生物、物理、化学防治措施。同时，为获

取良好示范成果，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该农业科技基地管

理单位责任的确立，包括田间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对

田间管理规划、分类，并指导基地管理单位制定科技农

业示范基地管理制度与农技推广制度。

（三）基地建设成果

2021 年自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指导第一批育

种试验结束，首先实现了先进技术的应用，包括农机农

艺融合技术、“三控制”施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再生稻轻简栽培技术、示范水稻水气平衡栽培技术

等，实现良种水稻的提质增产与节本增效效应。其次，

在采用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基础上，水稻品质得到改

善，获取显著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再次，充分发

挥了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对周边农户的带动、辐射效应，

在示范基地带头下附近 200 亩区域内农田实现增产。同

时，该基地全年共开展 7次病虫害绿色防治田间演练培

训、现场观摩学习，培训农户人数多达到 500 余人，包

括外界 100 余人，整个基地农技推广效果，获得当地市

督查调研组的肯定。

四、结束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之下，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飞

速发展，研发成果的积极转化极大程度带动了农业生

产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农业示范基地是农技的推广、

科研成果转化的主要力量。为更好地服务“三农”，在

借鉴本文研究内容，推动基于农技推广的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建设期间，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还应积极推动示范

基地建设与管理的制度化、人文化、科学化，同时加强

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加大面向农业示范基地人才的输

出，方可提升示范基地在农技推广、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的水平，真正让我国农业踏上科技之路，大步迈向致富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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