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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则农业强 科技兴则农业兴
■蒋希华

近年来，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效
益农业中，涌现出了多个农技协组织，主要分布
在果品、蔬菜、水产、肉牛、山羊、生猪等种植、养
殖行业。这些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推广农业技
术、组织会员发展中逐渐壮大，是农业产业中一
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新形势下，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如何推动农业产业振兴，笔者认为要重点在以
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加强农业行业组织建设。农技协在发
展过程中要借助当地政府、科协的力量，完
善章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增强凝聚力，与
广大会员结成相互依存、紧密合作的利益共
同体。可按照生产门类、农时季节、产供销
等生产环节，把单个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形
成统一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统一购买良种和
生产资料、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等服务和管理
模式，把服务做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帮
助农民克服分散经营难以解决的困难，推动
单一分散的农业经营向规模化的生产方向
发 展 。 同 专 业 的 农 技 协 联 合 起 来 ，扩 大 规
模，增强抗御风险能力，转变“同行生嫉妒、
同行竞争”的观念，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
农产品走出去。

抓好应用技术推广普及。农技协要充分
发挥专业技术服务功能，传播农业生产新技
术、新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质量，完善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要建立多元化的基
层农业科技推广机制，组织网络和农民科技
致富带头人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组织农业
专家、乡土能人普及先进的生产实用技术，解
决农民生产实际问题，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充分发挥农技协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农
业先进的实用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户之中。通
过推广、应用适合本地自然条件，且具有较高

经济效益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大力发
展高产、高值、高效农业，促进农业新成果转
化，促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推动农村新兴产
业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

引导建设稳定的职业劳动队伍。农技
协作为非益利性社团，要大力开展农技人员
再教育，提高技术培训的质量和水平，努力
提高为农民服务的水平，推动农技人员科学
素质的提高。要充分引导劳动队伍本土化，
遵循立足产业、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分类
型、分专业、分阶段的培训方式，对农民进行
技术培训教育工作。同时，结合广大农民群
众生产、生活需求，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农村科普活动为载体，积极组织开展农业科
技普及、交流、培训和示范推广活动，让农民
可以在家附近就业。

推动产业的一体化经营。随着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未来，农技协可以面向市场，在市场和农
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围绕市场和农民的需求，
在生产、供应、销售各个环节开展服务，成为联结
农民和市场的纽带，将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推
动产业一体化经营，增进农民对市场的了解，增
强农民研究市场、进入市场的能力，为农民参与
市场经济搭建广阔的平台。

强化信息服务能力。因信息不对称，农民
对市场走势预测不准，容易导致増产不增收。
农技协作为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可以为广大农
民搭建一个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产业化发展和
市场联络的信息服务平台。发挥农技协的组织
网络优势，使农技协与农民之间通过技术上、生
产中、销售环节上的信息互通互利，实现信息资
源的共建共享，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云阳县科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考察时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
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
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
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
技的翅膀。《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实现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必须加大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人才
培养力度，为完成 2020 年“三农”重点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改革开放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发
展，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科技对农业发展
发挥了重大引领和支撑作用。据科技部资料
显示，2018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8.3%，比 2005 年提高了 10.3 个百分点。实践
表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要靠农业科
技的支撑和引领。

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科技力量支撑。前不
久，农业农村部韩长赋部长在《加快建成支撑
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一文中谈到，与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比，我国农业产业体系
还存在资源环境匹配度不高、粮经饲统筹不
够、种养业结合不紧、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不
强、流通体系效率不高、低端农产品过剩和高
端优质农产品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运用科

技力量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科技如何支撑农业产业？
成立并运行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推动农业
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和重要途径之一。它不
仅能够打通全农业产业链、构建协同创新组
织体系，而且各产业之间可以相互共建共享
大数据、信息服务等成果，进而优化各类创新
资源配置，凝聚各种农业企业实体化创新力
量，实现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
性循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今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为确保小康路上一户不落、一
个不少， 壮大农业产业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务必通过有效发挥农业科
技创新联盟作用，补足农业科技短板、弱项，推动
农业产业发展，带动农村脱贫攻坚，稳住农业“基
本盘”。因此，各级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要加
强组织领导、注重牵头引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
方力量，强化协调指导，切实解决联盟中的困难
和问题；各联盟成员单位要积极参与配合、发挥
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努力打造各方融合、齐
心互助、开放互动、资源共享的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大格局。

（作者单位：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总结大会上指出：“与时俱进不要当口号喊，要真正落
实到思想和行动上，不能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
源中人！”这一论述形象准确地描绘了当前一些党员和领
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不良现象，为我们更好地做
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指明了努力方向。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勇敢担当。对于我们来说，解
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担当，要坚持公而忘私、始终把党
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向上报实情、讲真话；要
坚持“基层至上、群众无小事”的理念，解决难题坚持马上
就办、办就办好；对待工作中难点问题，要迎难而上，寻找
对策；对歪风邪气，要敢于动真碰硬，敢抓敢管；维护党的
事业和群众的利益，要不迟疑、不退缩。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锐意改革。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锐意改革首先要从思想改造、观念更新、思路换道上破
题，防止出现基层群众已经过河上岸，我们还在摸石头；群
众的思想已经穿上“西装”，我们还在设计中式长衫；社会已
经进入新时代，我们头脑还停留在“过去时”。要破除看摊
守业思想，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
上的朝气。要确立发现不了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的观念，
深入调研查找问题。要坚决破除传统思维定势、破除条框
限制、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发扬斗争精神直面矛盾，勇于
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动不合理的“奶酪”。要树立全球的世
界眼光，高标准订规划，高质量破难点，高水平促发展。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实事求是。为基层减负，切实
转变作风，做到作风好、意志坚、工作实、效果好。坚持从
文山会海中脱身出来，到一线、听真话、摸实情。要瞄着
问题去，盯着问题干。做到遇到问题不绕道回避，解决问
题不脱离自身实际。对基层提出的问题，能够立即解决
的，立即解决。对于自身不能解决的，要及时上报上级。
对一时不能解决的，列出时间表。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
勇气和胸怀，切实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冲破思想观念的障
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行动，积极
主动精神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作者单位：解放军驻川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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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改革的促进派和
实干家

■邱晓宁

如何发挥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作用
■谭小宾 陈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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