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乡村振兴农业科技推广
六大服务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充分调动全区优势农业科教资源力量，有效解决

科技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

板区，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确

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重点，以实施各类农业

科教项目为抓手，全面动员全区各级农业科技人员、农业技

术推广人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

组织，深入生产一线开展乡村振兴农业科技大推广“六大服务

行动”，加快推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转化应用，引导农民科学

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乡

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广泛开展农业科技服务。组织自治区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有

关农业高校科研单位、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通过科

技下乡、线上咨询、精准培训、现场指导等便捷高效接地气



的方式，广泛适时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科

学普及等，加快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二）强化主推技术推广应用。以绿色增产、资源节约、

生态环保、质量安全和抗灾防灾减灾技术为重点，征集发布

一批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绿色生产模式，总结推广一

批先进适用农业科技新成果新模式，研究攻关一批制约产业

发展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不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的针对

性、适用性和时效性。

（三）着力培养农业农村科技人才。落实自治区人才强

区战略部署，鼓励支持农业高校科研单位和有关专家团队柔

性引进急需农业农村高端人才；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要求，重点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高素质农民队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教育培训；大力培养引进科技领军

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充分激发创

新创造活力。

三、重点工作

（一）扎实开展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科技指导服务行动。

当前，春耕生产已全面启动，各级农业科技人员和技术推广

人员要尽快深入春播一线，紧盯农时季节，开展精准指导。

要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集中人力物力及早动

手播种，提高播种质量，确保春小麦种足种满、种在适播期。

要扎实做好科技壮苗，紧盯墒情苗情虫情，因地制宜制定技

术方案，分时段、分区域、全过程加强技术指导，强化水肥

药调控和机械化服务保障，为确保夏粮丰收打牢基础。要科



学研判种植生产形势，针对极端天气、病虫草害等发生预报，

提前做好玉米、水稻、马铃薯、小杂粮、油料技术保障预案，

及时跟进搞好技术指导服务。要落实粮食单产提升工程，紧

盯播种、田管、收获全过程各环节，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

配套，挖潜复种防灾减损综合施策，技术指导示范引领协同

推进，确保全区粮食安全。

（二）深入开展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科技推进行动。聚

焦肉蛋奶、蔬菜、水产品等稳定供应，瞄准产业发展技术短

板，强化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和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推动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提质增效。奶牛要立足“固优势、稳产能、

卖良种”，推动降本增效养殖技术。肉牛和滩羊要立足“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推广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养殖技术。冷

凉蔬菜要立足“优化格局、稳定生产、拓展市场”，推广节能

宜机设施种植技术。渔业要立足“绿色循环、转型升级、适销

对路”，推广“稻渔＋池塘立体复合生态养殖”“鱼菜共生”等综

合种养技术模式。重点集成推广 136 个主导品种、100 项主

推技术、19 项绿色技术模式，不断提高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

（三）持续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按照《宁

夏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方案》，紧盯农业科技前沿，

针对制约“六特”产业技术短板弱项，坚持问题导向和产业需

求导向，扎实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破解产业“卡

脖子”关键难题，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专利自有、技术自主、

产品自控。加快构建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农科教



一体化合作平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梯次分

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发挥好 3 个

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和 5 个企业重点实验室作用。充分发

挥全区农业科教系统优势资源，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边研究攻关，边试验示范，边总结推广，力争通过 2－3

年的实施周期，形成一系列破解农业产业发展难题的创新成

果、技术方案、推广模式。

（四）创新开展农技推广体系服务效能提升行动。全面

落实《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服务功能，稳定农技人员队伍，

提升农技推广信息化水平和服务效能。发展各类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组织，形成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构建纵横交

织的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网络。创新推广体系机制，加强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打造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示范样板。精

心组织实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扎实抓好农技人员培训、

示范主体培育、示范基地建设、特聘农技员招募等任务，确

保发挥项目应有效益。深入推进吴忠市利通区与宁夏农科院

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试点开展自治区级农业科

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工作。

（五）全面开展农业绿色高质量提质增效行动。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按照科学施肥、绿色施肥、经济施肥的原则，持续推进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化肥机械深施、机械追肥、种肥同

播等技术，减少肥料养分挥发和流失；推广旱作节水和水肥



一体化技术，统筹水肥资源，提高水肥利用效率；推进缓控

释肥、水溶肥、生物肥等新型肥料应用，进一步优化肥料使

用结构；综合利用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等有机养分资源，

促进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利用，减少化肥使用量。坚持公共植

保、绿色植保、科学植保的理念，加强病虫害监测预报，加

大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集成推广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减少

化学农药用量。加大可降解地膜推广应用，完善农用残膜回

收机制，利用春播关键时节，加大残膜机械人工回收综合利

用，减少“白色污染”。

（六）协同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引培行动。全力抓好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优化创新人才培养工程，

构建梯次衔接的农业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培育机制。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加大科技创新团队组建和

柔性引进力度，对作出重大贡献的创新团队给予奖励。赋予

重大专项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完善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措施，赋予科研单位科研课题经费管理使

用自主权。加大特殊人才薪酬激励力度，探索提高核心攻关

任务负责人薪酬，绩效支出向青年科研骨干倾斜。创新推进

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完成全年高素质农民 6000 人培育任

务。加大农业先进科学技术、农业转基因知识、农业安全生

产知识和农业科学常识等科学普及，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的

科学素养。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开展乡村振兴农业科技推广六大

大服务行动，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和重大安排，各级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勇

于担当，积极作为，采取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形式，创新

各项激励机制，充分调度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强化协同推进。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农技推广服务体系、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有关农业高校科

研院所、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要强化主动意识、协

同观念，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扎实开展大联合、大攻关、大

推广、大服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服务手段，积极探索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创新有效方式。

（三）注重服务质量。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深

入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开展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质

量和农业技术普及的准确性，充分利用农业科技展示示范基

地等资源，切实加强对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新模式的

示范推广，切实把农业科技服务活动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把科技服务活动纳入农技人员日常考评范围，提升农业科技

推广服务质量和效能。

（四）强化总结宣传。要认真总结乡村振兴农业科技推

广服务行动实施经验和做法，积极探索农技推广服务新机制

新模式，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途径，加强视频、

新闻、广播、报纸等多元化宣传模式融合呼应，广泛宣传乡



村振兴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好经验、好措施、好典型和取得

的成效，为行动深入扎实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各地各单位不再制定具体细化方案，对组织开展乡村振

兴农业科技推广六大服务行动情况，请及时反馈农业农村厅

厅科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