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 基层农业技
术推广工作总结(优秀6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
结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篇一

20xx年，我在农业局和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严格遵守机关
内部规章管理制度，服从工作大局，服从工作安排，尽心尽
职，刻苦工作，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基
本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
就全年工作总结如下：

参加党委政府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认真学习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以及省市有关重要会议精神，认真开展了“两个务必”
作风教育活动，并认真作了学习笔记，撰写了心得体会，全
面反思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及缺点，提高了自己贯彻党在农
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增强了紧迫感、责任感和忧患意
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好转，为民服务意识增强。
积极参加业务知识学习，参加成人高考，并被四川农业干部
管理学院录取，现就读于该校农学专业。

及时上报各种农业材料。按时完成了小麦病虫害防治情况、
早玉米生产情况、农业改制情况、水稻栽种情况、小春产量
预测、小春生产统计表和进度表、农业污染源清查表等上报
材料，组织实施好油菜良种补贴。

积极开展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实时搞好农作物病虫害调查，
向全乡发出病虫害预警通报，并及时印发宣传资料，开好病



虫害防治培训会。目前已完成农业技术、植保技术培训500多
人次，农业技术宣传资料12期，农业宣传广播搞4份；同时加
强了农资市场监管，杜绝了损农、坑农、害农现象，确保了
农作物丰收。

完成小麦品比试验，引进推广红苕新品种脱毒署；指导引进b
优827、b优817等优质水稻品种；准备在小麦播种时引进优质、
高筋、高产、高抗新品种内麦8号、川麦41、川麦37等。

高标准完成农业现场2个。在单古4队举办了玉米酿热温床双
膜覆盖育苗现场会，在会上推广了玉米酿热温床双膜覆盖育
苗技术和深窝乳苗移栽技术；在蚕丝2队举办农业旱田改制现
场会，推广了花生—黄豆、红苕—黄豆、花生侧膜垄作技术。

规划实施改土面积310亩，全乡推广秸杆还田6200亩，生态耕
作2550亩，中低产田培肥7000亩，测土配方施肥面积逾xx万
亩。

履行好综治干事职责。对呈元村信奉“三酥基督”的7人进行
了调查了解，并对其帮教，使之脱离该组织；协助调处好各
类矛盾纠纷，同时做好各项软件基础工作。

扎实开展好驻村工作，认真完成党委政府临时交办工作。协
助村支部、村委会完成公路标改、农电改造；对雨后灾情进
行了解，并对危房户作了妥善安排。

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我负责农技指导的科技示范户是上杭县临城镇水西村、
宫桥村、富古村、西郊村、西坡村的7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
种植水平较高的农户，根据入户调查统计：总人口32人，劳
力14人，总耕地156亩，每户辐射带动周围农户20户，共辐射
带动农户200户；10户科技示范户有5户种植水稻，5户种植大
棚蔬菜及水果。作为一位技术指导员，按照上级的要求，积



极下乡，认真指导科技示范户和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现将一
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我所指导的10户示范户，都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接受、学
习能力较强的农户。示范户主要围绕水稻及大棚蔬菜种植进
行集中培训、入户指导、实地解决生产技术，指导农业科技
示范户应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其学习接受能力，
发挥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作用。

水稻主推品种包括t优2155、全优2689、特优716、宜优673，
主推技术包括旱育秧、机插秧、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综防等；
蔬菜主推品种有花椰菜、芥菜、菜椒、甜豆等，主推技术包
括无公害、反季节栽培技术、保护地栽培技术等。为了让农
户更好的了解这些新技术、新品种，我将每一项新品种、新
技术的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栽培技术要点分类介绍、装订
成册，并发放给每一位农户。

在空闲的时间，我都会到农户的田里进行手把手、面对面的
技术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向农户传授主要的病虫害
的发病表现、防治方法。

在初期进行示范户情况摸底调查的时候，就将自己的电话向
科技示范户公开，方便示范户随时咨询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
难问题，通过电话联系，把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隐患都解决在
萌芽之中，及时地为科技示范户在生产中排忧解难；自己也
会定期联系示范户，询问种植情况。

农户收获的时候，积极组织测产。根据统计，水稻种植示范
户及其辐射带动的农户水稻亩产为1362斤/亩，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了12个百分点，相较于普通农户水稻亩产要多两百余
斤。蔬菜种植户的年产总值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个百分点。

示范户传统种植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学习生产积极行不高，
生产新技术掌握不够；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做农技指导员，在



很多方面都没有经验，在今后的工作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术，多参加一些培训，以便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用
更多的业务知识来为农民服务。继续做好下一年的科技入户
工作，多宣传，多指导，让农户更好的认识科技推广的重要
性。

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篇三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支
持下，半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市、
县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依法行政，强化服务，扎实搞好
灾后重建，突出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推广先进和实用技术，
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全面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到目前，全县共落实粮食播种面积31.8万亩
（其中早稻16.2万亩，中稻7.2万亩，杂交玉米6.8万亩，其
它1.6万亩），完成年计划的64.4%，与上年同期持平；落实
蔬菜面积4.5万亩，完成年计划的50%，比上年同期增长6.7%；
修复冰雪灾害受损果园7.6万亩，落实水果低改面积1.5万亩，
新增水果面积0.4万亩，水果总面积13万亩；茶叶面积1.1万
亩，与去年持平。

一、狠抓灾后重建和粮食生产，全县农业和粮食生产形势良
好

一是全力搞好灾后重建。全县共完成补、改种面积12万亩，
加强灾后田间管理25.2万亩，修复灾毁大棚0.4万亩。在土桥
镇宽量村、田庄乡洪流村、附城乡江头村创办了水果灾后培
管、灾后蔬菜育苗、灾后蔬菜生产3个示范片。向上级争取农
业救灾资金三批共198万元，以种子（苗）、化肥等补助形式
及时发放到灾区农户。二是加强了惠农政策的落实。大势宣
传国家“十项惠农政策”，共发放宣传光碟332张，张贴宣传
标语900份，发放宣传资料3.2万份，使惠农政策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对全县早、中稻面积进行了核实，确保水稻良种
补贴等政策资金落实到户。三是有效制止耕地抛荒。将《郴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耕地抛荒问题的若干意见》（郴政
发[]5号）文件转发到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求各乡镇及有关
部门认真落实文件精神，摸清底子，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
耕地抛荒的问题。据我局统计，全县耕地抛荒面积364.28亩，
有关乡镇正采取措施复耕。四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县政府
成立了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县政府与乡镇签订了食粮生
产责任书，明确了奖惩措施，制定了20全县粮食生产方案，
出台了激励机制，对种植水稻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奖
励100元。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在三星城郭和附城廖家分
别建立万亩超级稻高产示范片和百亩亩产900公斤攻关片。

二、加强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农民综合素质和农业科技水
平明显提高

一是抓好了“阳光工程”培训，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各
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共招收农村学生940人，培训专业有计算机
应用、文秘、汽车驾驶等12个，现已结业的有420人，在
读520人，其中转移就业的有386人，就业率为91.9%，培训后
就业学员的人平月收入达到1400元。二是抓好了新型农民科
技培训，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今年共确定培训示范村45个，
培训基本学员1800名、创业学员45名、村级动物防疫员45名，
培训主导产业有超级稻栽培、杂交水稻制种、水果种植、蔬
菜种植、家畜养殖等5个。累计下乡开展科技培训和指导220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5万份，举办培训班240期，培训农
民120xx人次，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12项，示范村农业实用
技术应用面积达85%以上。三是抓好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
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全年计划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
积45万亩，推广配方肥1500吨。已对全县4028户农户的施肥
情况展开调查，取回土样4626个，取得化验数据28462个，发
放施肥建议卡8万份。创办千亩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片51个、百
亩村级示范片316个。预计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每亩
能节约成本20元，增产5%，全县增收节支1800万元。四是搞
好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确保了农田抗灾能力的提高。以世
行两系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为平台，建设灌溉水



渠28.6千米、维修机耕道13.2千米、种子晒坪1800平方米，
田埂硬化28.6千米，基地防洪抗旱能力明显增强，配套设施
基本完善。

三、注重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监管，农产品质量和农业
生产环境逐步好转

一是加强农资市场监管。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等的方
式，对全县农用物资质量进行全面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
行为。共检查化肥、农药、种子经营网点110家，查处未经审
定的杂交水稻品种10个3160公斤；没收禁止销售的高毒农
药60公斤；查封含量未达标的复合肥30吨，全部退出市场；
依法查处农资违法案件6起。全县农资市场秩序良好。二是大
力搞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在农贸市场、超市、学校等农
产品集中供应和消费场所逐步实行市场准入，进行强制检测，
建立检测日志，不合格农产品不得上市销售，切实保护人民
的生命安全。加强“三品认证”，已成功申办无公害食品认
证7个，绿色食品认证2个，绿色食品原料基地1个。建立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3个，面积12万亩。基地上严格执行无公害农
产品或绿色食品技术操作规程，从源头上确保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三是加强了农业环境保护。顺利完成了全县农业污染
源普查、数据分析和数据录入，开展了保护青蛙专项整治行
动，加大了对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的防控，启动了乡村
清洁村工程，申报了野生兰花资源保护等等，农业环境保护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篇四

今年是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在安溪县开展的第二年，在
县农业与茶果局的领导和安排下，我积极投身于这项惠民工
程中，在这项活动中，以普及茶叶生产科技知识，提高茶农
素质和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生态茶园建设、空调炒制茶叶，
机械化采茶为重点，以农民满意为标准，认真制定技术指导
方案。自今年1月份至今，集中召集科技示范户培训活动4次，



每户平均上门指导服务12次以上，每个示范户带动周边20户，
取得较好效益，使示范推广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一年来，
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全国农技体系推广示范县建设项目是一项贯彻党的各项政策、
方针、集中向全民普及科技知识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了搞好
这项工作，局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茶叶推广特点，
筛选了一线工作多年的农业技术推广员作为入户指导员，与
示范户签订合同，直接把科学技术送到茶农手中，我能当选
为技术指导员，既感到荣幸，也感到责任重大。

开展科技培训是农技示范推广的重要内容，也是加速科技成
果较化和提高茶农素质的主要途径，在培训内容上，我们根
据项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重点以生态茶园建设，空调制
茶，机械化采茶，茶园管理，茶树病虫害防治等作为主要培
训内容，在培训形式上，我们采用理论讲解，实地参观，现
场操作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力求群众易懂，易接受，易掌
握。

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既注重理论培训，又联系实际，
开展现场指导。在茶树发生病虫害期间，我们密切关注动态，
只要接到病情报告，立即赶赴现场诊断，提高防治方案，将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篇五

20xx年上半年，农业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
级业务部门的支持与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年度责任目标和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这一中心，大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广泛开展试
验示范、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以实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高标准粮田建设、粮油高产创建等农业项目为契机，努
力提高农业科技普及率和贡献率，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各
项工作均取得了新的成效。



一、主要工作

（一）夏粮生产。20xx年全县夏粮收获面积73万亩，预计平均
亩产501.4公斤，较上年增16.8公斤，总产36.6万吨，较上年
增1.32万吨，增辐3.7%。夏粮生产实现了连续十一年增产丰
收。

今年夏粮之所以增产，除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惠农政策落实
到位外，关键是气象条件有利、农业措施得力。简单说可归
结为四句话：“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收成足”。具体
措施是：一是以实施小麦良种补贴项目为依托，大力推广良
种良法，夯实了丰收基础。二是以实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
目和“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科技”行动为载体，组织120名专
家和技术员包村联户，分包503个行政村，开展麦田管理技术
指导工作，实现了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
三是积极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全县建设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
范片3个，示范区内实施“五统一”，即统一供应良种、统一
配方施肥、统一整地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病虫害防治，
促进高产技术措施落实。四是扎实推进高标准粮田建设，统
筹推进田林路渠综合治理，保障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二）粮食高产创建。20xx年我县继续开展小麦高产创建活动，
建成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范方3个，涉及高堡、六塔2个乡镇，
22行政村，5998户，示范总面积达32905亩。示范方内统一采
购周麦16种子种28.4吨，采购化肥508吨（2700袋），病虫害
统防治3遍，推广了测土测土配施肥、氮肥后移、病虫害统防
统治、精量播种等技术8项。通过关键技术的落实，万亩示范
片小麦平均单产高达622.17公斤，较全县预计的平均亩
产501.4公斤增120.77公斤，为全县的夏粮增收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带动作用。

在高堡、六塔2个乡建设玉米万亩示范片3个，其中六塔乡整
乡推进2个，高堡乡1个。目前，通过政府公开招标统一供种，
已采购浚单20高产优良品种15150袋，采购4个试验田（每



个50亩）种子浚单29、中禾8号、豫禾988等试验品种200袋，
已全部供种到户。

（三）高标准粮田建设。20xx年，有效整合发改、国土、农开
等部门农田基本建设项目资金1.16亿元，在大屯、马村、仙
庄、纸房等乡镇规划建设高标准粮田10.76万亩,规划建设万
亩方5个，千亩方6个，百亩方4个。止目前，已建设高标准粮
田5.86万亩，建成万亩方3个，千亩方3个，百亩方2个。方内
完成新打机井833眼，机井配套1288眼，铺设地埋线431千米，
整修田间道路83千米。

（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20xx年，按照《20xx年濮阳市
小麦“一喷三防”实施方案》，对全县72.65万亩冬小麦关键
技术实施补助，补助资金363.25万元。根据各乡（镇）小麦
面积的统计数据确定补助面积，采取现金补助的方式，按照
每亩补助5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同时xx县农业局以农技推广补
助项目、“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等项目为依托，组织县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及区域站技术人员100名，分赴全县503
个行政村，深入一线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指导和服务。

（五）基层区域站建设。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农业部
《关于申报基层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的文
件精神要求，督促建设8个基层农技推广区域站（扩建1个，
新建7个），目前，已建成6个，仙庄、固城站正在建设，年
内全部完成。

（六）现代农业。在巩固传统农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至
目前，全县现代农业总面积达到12万亩。其中万亩示范区3个、
千亩示范方17个、百亩以上的示范园108个，200亩以上园
区24个,工厂化生产食用菌企业4家。形成了阳子现代农业示
范园、国道106、省道209现代农业展销带“一园两带”现代
农业格局，打造了六塔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阳邵天河万亩
有机蔬菜基地、瓦屋头千亩玫瑰园、龙都瑞祥生态农庄和业
丰5000吨杏鲍菇工厂化生产示范项目等。其中，阳子现代农



业示范区是我县的现代农业先行区，目前，园内落户大型养
殖场11家，年存栏生猪26万头、山绵羊12万只、肉奶牛头，
年出栏肉鸡800万只，产蛋1亿枚；建成林果基地3个，总面
积7000亩，有林地面积2.2万亩；发展设施农业园区11个，总
面积1万亩，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申报奠定了良好基础。

（七）土地流转

止目前，全县共流转土地19.4万亩，较去年新增1.4万亩。占
全县耕地面积的22.6%。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转包、互换、出
租等四种。

（八）农业产业化

据统计，20xx年上半年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489个，
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6家，龙头企业带动型的179个，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的261个，专业市场带动型的42个。各类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从业人数达5.5万余人。直接和间接带动
农户8.5万余户，所带农户年人均增收明显高于一般农户。

20xx上半年重点培育了xx县伍钰泉面业产业集群和xx县龙丰
果蔬产业集群2个集群。xx县伍钰泉面业集群上半年实现产品
销售达到24.1万吨，销售收入6.3亿元，实现利税2953万
元。xx县龙丰果蔬产业化集群经过两年的培育和发展现已拥有
以河南龙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菇业公社食品有限公
司、河南省龙乡红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省桃园建民食品有限
公司4家企业为龙头的果蔬集群，形成年生产品牌69个，年完
成销售2.1万吨，产值1.49亿元，实现利税2876万元。

（九）切实搞好技术服务。以全国基层农技推广示范县建设
为契机，以全省“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动为载体，积极
构建科技创新与生产需求良性互动的服务机制，紧紧围绕粮
食生产、设施农业等主导产业，组织100名技术员包村联户，
深入一线面对面指导服务。止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技术培训



班400期，发放技术明白纸30万份，技术短信20万条次；引进
新品种30个，推广新技术25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80万亩，
病虫害综合防治50万亩，统防统治10万亩。培育10个农业示
范园、100个示范村、1000个示范户，示范带动2万户。确保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十）农业执法。4月14日—20日组织开展了“放心农资下乡
进村宣传周”活动，6月10日—22日组织了“食品安全宣传
周”活动。我们充分利用乡镇的集市日，以宣传车、宣传牌、
标语、资料等形式，在全县17个乡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了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出动农业执法人员和农技专家320
人次，车辆60辆次，下乡授课讲座17期，摆设咨询台17次，
接受群众咨询6000人次，发放明白纸、宣传资料1.2万份，展
销各类优质农资产品800公斤，检查农资市场17家，农资经营
门店和企业235家。通过检查，维护了农资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净化了农资市场，起到了
“打假护农、维权增收”的目的，确保了农业生产的健康、
顺利进行。

二、存在问题：

一是县、乡农技推广体系不理顺，机构设置不合理。

二成立新机构问题。按照上级安排，目前，急需成立xx县土
地流转服务中心和xx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三、下步打算：

1、落实小麦、玉米、棉花良种补贴面积，协助财政部门按文
件要求及时把补贴资金兑现到户。

2、继续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改革，完成8个基层区域站建设工
作，逐步构建一个工作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完善的高效农技
推广体系。



3、督导落实好玉米、花生高产创建万亩示范方建设，进一步
提高全县粮食生产水平。

4、完成新增土地流转3.6万亩。稳定发展现代农业，在阳子
现代农业示范区内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设施农业、林果
业，年内完成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申报工作。

5、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方面的检查力度，净化农资市场，
切实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进一步加大对xx县产业集群的培育力度，把xx县产业集群
打造成省级知名产业集群。

基层农业人员工作总结篇六

一年来，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县局有关业务部门
大力支持下，以及在镇村干部的.配合下，较好地完成了领导
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年初，我们根据镇党委、政府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围绕农
民增产、增收、产业结构调整和作物新品种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和新技术培训等，为农民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
技术服务。我们根据农时季节印发各种农业技术资料336份，
印发病虫情报7期，举办各种培训班6期，参加人数183人，新
建大棚22个。为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我们积极配合工商部门
定期或不定期到各个农资销售点进行检查，打击假冒、伪劣
农资商品，为确保我镇农业生产增产、增收打下扎实基础。

为确保我镇近几年来的农村土地政策落实到实处。根据市县
强农、惠农精神，重点检查了全镇四个村农村土地承包、流
转、经营权证等落实情况。已按照县要求全部换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未发现违规现象，并且建立了全镇土地承包数据
库。



为进一步加大粮食扶持力度，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的有关粮食要求，在全镇四个村，对每一农户的水稻种植面
积进行核实，做到程序到位，数据准确，按时上报。为了科
学施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按照上级要求在全镇四个村
取25个土样，指导农户科学施肥，为今后我镇农业生产增产、
增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