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化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自评报告
为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加强农技推广工作，

促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服务工作，提升农民科

学种田水平，我县于 2012 年 12 月起实施农业部“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具体实施始于 2013 年）。2019 年我县按

照《广东省 2018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和《仁化县 2018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工作方案》

开展项目建设工作，现按照 2019 项目绩效考核要求，就我县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建设、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等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一、工作开展情况一、工作开展情况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组织管理情况（一）组织管理情况（一）组织管理情况（一）组织管理情况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根据我县工作实际于 2018 年 1月 3日由仁化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重新调整项目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后由分管农业副县

长梁钰清任组长，县政府办、农业局、财政局、农机局、畜牧局主

要领导任副组长，分管项目相关业务的副局长、副镇长为成员；同

时，从县农业局、农技推广中心、畜牧兽医水产局等单位聘请了 9

名具备较高农技知识水平的技术骨干组成专家技术组，具体负责指

导技术推广体系及各主导产业建设，筛选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指

导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培训农技人员和指导其开展技术服

务工作。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围绕项目实施，制定了《仁化县 2018 年度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工作方案》，2019 年公开选聘了 37 名项

目农技人员和 296 户科技示范主体（户）。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出台《仁化县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县级专家、农技人员工作要求及

技术服务费标准》、《仁化县农业局科技成果奖励方案》等一系列



文件，制定了农技人员培训计划，建立农技人员培训档案。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根

据国家和省对“三牌”的新要求，重新补充和完善了基地牌。五是五是五是五是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县、局领导都十分重视项目的实

施，不仅在前期宣传发动、中期督促检查、后期考评奖励等方面，

加强了网络、电视等媒体宣传，而且平时还经常关注项目实施的进

展情况，较好地激发了农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六是六是六是六是及时完成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管理信息系统、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填报，

能够按时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材料质量符合要求，

各部门能够协调配合。七是七是七是七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得到加强，公益性职

能得到强化，县级农技推广设施设备得到完善，做到了有场所、有

制度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农技人员更能在基层农技推广中发挥作

用。

（二）科技示范主体（户）培育情况（二）科技示范主体（户）培育情况（二）科技示范主体（户）培育情况（二）科技示范主体（户）培育情况

在实施本项目切实取得较好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 2019 年项目

的实施中：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更加认真选择好科技示范主体（户）。在基层推荐

的基础上，注重把对农业热心且乐于助人，生产规模相对较大，善

于带头应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农户选拔为科技示范主

体（户），遴选确定的 296 户科技示范主体（户）均与对应的农技

人员签订合同书，并按要求应用推广技术。二是二是二是二是择优选配农技人员。

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专家组根据业务能力、平时表现、工作业

绩等方面，公开、公平、公正遴选确定 37 名农技人员，并签订技术

指导服务合同书，各指导员均能按要求制定分户指导方案、落实推

广技术、上报指导日志。三是三是三是三是根据相关产业的特点，及时组织农技

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面对面的服务指导，促进了农

业适用技术的普及，得到了科技示范农户和辐射带动农户的称赞。

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对科技示范主体（户）实行物化补贴。按照资金使用办法给予

示范户肥料、兽药、渔药等农资补贴，约投入资金 17.6 万元。五是五是五是五是



示范户都能做到带头示范、言传身教，一般辐射带动 10 户以上，促

进了整体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三）农技人员工作情况（三）农技人员工作情况（三）农技人员工作情况（三）农技人员工作情况

根据项目要求，我们：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分水稻、油料、果蔬、畜牧水产、

茶叶五个主导产业,确定了推广的主导技术,落实了培训和指导方

案。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在我县举办了项目业务培训班；2019

年 11 月-12 月 23 人共分二批次参加了全市农技推广指导员培训班；

分别于 2019 年 5月和 2019 年 10 月举办了两期农技人员异地继续教

育培训班，分别到广西和湖南相关农技基地进行观摩学习；全年累

计举办培训班时间达 16 天，其中异地培训 15 天。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项目农技人

员组织示范主体、示范户、种养大户等以集中、分散、课堂、现场

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技术培训，2019 年累计举办培训班 38 期。四是四是四是四是

推广应用云平台“农技宝”和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县级专

家、农技人员和科技示范主体（户）通过现代化的手段进行交流，

专家、农技人员通过中国农技推广手机 APP 上报农技推广工作日志，

2019 年上报信息累计达 4000 多条。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对我县农技人员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绩效考核，通过收集考核资料，走访科技示范主体（户），

评价调查、工作档案统计，对农技人员工作施行量化考核，充分调

动工作积极性。

（四）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情况（四）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情况（四）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情况（四）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情况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根据项目要求及仁化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建设了 5 个

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具体分布如下：（1）水稻“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病虫综合防治技术及鸭稻、鱼稻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示

范品种：五优 308、五丰优 615 等；建设地点：扶溪镇古夏村；示范

面积 500 亩。（2）果树病虫害综合防治与高产示范基地。示范品种：

沙田柚等果树新品种；建设地点：大桥镇长坝村，示范面积 500 亩。

（3）茶叶种植示范基地，示范品种：丹霞 1 号、丹霞 2 号，建设地



点：仁化县红山镇鱼皇村，示范面积 200 亩。（4）贡柑种植示范基

地，示范品种：贡柑；建设地点：仁化县丹霞街道夏富村，示范面

积 300 亩。（5）生猪养殖示范基地。建设地点：仁化县大桥镇长坝

村，示范规模 5000 头。二是印发《仁化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补助项目试验示范基地管理制度》，并利用广东省农技推广管

理平台、全国农技推广管理信息系统对基地实行规范管理。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利

用科技示范基地这一平台，进行新技术试验示范，开展多种形式的

观摩和培训，展示效果突显；各镇在主要农事季节，积极组织召开

村级和种养大户观摩会议，基地领头应用新品种、新技术为全县推

广普及奠定了较好基础。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投入 16.5 万元对 5 个示范基地以物化

补助的形式开展建设，基地在各自领域均较好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五）推广适用技术情况五）推广适用技术情况五）推广适用技术情况五）推广适用技术情况

围绕能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能提高农技人员的服务水

平、能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普及应用、能带动产业发展

使农户增产增收这一目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明确了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结合本地六大产业，经生产基地、种养大户和各镇

推荐，县级各产业科室筛选，最后由专家组讨论确定了适合本地的

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各产业推广组均按项目建设要求，制定

了推广计划方案，并在与农技人员签订合同书的同时，明确了各自

的包片范围和推广任务。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通过全面宣传和到示范户重点落实相

结合的推广方法，296 位示范主体（户）在 37 名农技人员的直接指

导下，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100%得到了落实，并通过示范户 1 户带

10 户，重点村已全面普及应用，全县各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

应用率达 96.7%以上。四是四是四是四是为加快普及新品种、新技术，我们充分利

用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媒体，加大了对专家指导专业人员，专

业人员培训示范户，示范户带动辐射户这一农技推广模式的宣传力

度。



（六）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六）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六）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六）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资金严格按财务规章制度运作，制定了《仁化县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资金使用办法》，在财政部门专账管理的

基础上建立了资金台账，现正按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开展落实工作，

资金使用进度正常。

二、二、二、二、取得的成效取得的成效取得的成效取得的成效

（一）夯实基础，健全体制（一）夯实基础，健全体制（一）夯实基础，健全体制（一）夯实基础，健全体制

依托项目实施，基层农技推广场所设施逐渐完善，农技推广机

构有了固定和良好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培训设备、检验检测设

备等配备齐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逐步健全，公益性职能得到强化，

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财政全额保障率达到 100%；工资福利待遇全部由

县财政统筹安排，农技推广人员队伍趋向稳定，在基层农技推广中

作用日趋显著。

（二）优化队伍，构建平台（二）优化队伍，构建平台（二）优化队伍，构建平台（二）优化队伍，构建平台

项目的实施在农技推广队伍和各镇街农户中取得了良好响应，

农技人员和农户参与项目的热情较高；项目农技人员从最初的 46 人

精简到现在的 37 人，科技示范主体（户）从 470 户精简到现今的 296

户，农技推广队伍知识技术水平较好，示范带动能力强。项目的实

施为专家、农技人员和农户搭建了学习、交流、服务的平台，实现

了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三）丰富知识，提升技术（三）丰富知识，提升技术（三）丰富知识，提升技术（三）丰富知识，提升技术

项目的实施，通过县级培训专家、农技人员，专家、农技人员

指导培训科技示范主体（户）的模式较好的提升了农技推广人员和

科技示范主体（户）的综合素质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更好的推

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依托项目建设了一批涵盖种养殖的科技试验

示范基地，在基地开展适用技术试验示范达 10 项以上，且要求举办

观摩、培训班达 10 期以上，接待学习观摩人数累计达 1000 人次以



上，试验示范显著，进一步推动我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

（四）促进收益，助推发展（四）促进收益，助推发展（四）促进收益，助推发展（四）促进收益，助推发展

通过引进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农业生

产科技含量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既提量又提质，经济效益显著，其

中，科技示范主体（户）人均收入年增长达 13.6%；科技示范主体（户）

累计辐射带动我县农业生产户 0.5 万户，全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涨

10.3%，农业产业规模逐步扩大，农民依托农业脱贫致富，社会效益

显著。

三、存在问题三、存在问题三、存在问题三、存在问题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农技人员入户指导及资料的收集整理有待加强；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培训

方式有待创新，更能加强农技人员的能力建设及符合农民的生产实

际需求；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宣传手段、方式有待拓宽；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利用现代化手段服务

农业的方式有待提升；五是五是五是五是由于项目实施第一年财政资金下达较迟，

影响后续项目的延续实施。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加强对科技示范主体（户）的的培训与入户指导，提升科

技示范效果；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加强农技推广队伍的能力建设，提高农技人员的

综合能力；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方式；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整合各方资源，

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力度；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加强示范基地建设，

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六是六是六是六是充分利用农科教产学研与农技推广

服务紧密结合，探索市场化的农技推广服务；七是七是七是七是进一步推广应用

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结合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开

展项目工作；八是八是八是八是加强资金管理，专款专用，达到项目预期效果。

五、五、五、五、项目延伸绩效管理考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延伸绩效管理考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延伸绩效管理考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延伸绩效管理考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项目实行绩效考评是项目实施者工作成效的一种体现，也是促

进工作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手段，在此我县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三点

建议：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要与时俱进，可全部通过系统填

报的方式开展考评，项目实施成效一目了然，便捷方便；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绩效

考核指标设置要从实际出发，有些指标设置不合理、不科学，导致

很难提供佐证材料。

六、六、六、六、绩效考核情况绩效考核情况绩效考核情况绩效考核情况

我县项目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与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要求还存

在微差距；后续将继续努力，工作更上一层楼。2019 年我县综合评

价得分 100 分，评分结果见附表。

仁化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年 12 月 11 日



表２：

2019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 复评

1

重点工作

（85 分）

推广机构建设 10
①使用“中国农技推广”标识共 4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②配备必要业务用房和仪器设备共 6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10

2 人员能力提升 15

①全县 1/3以上在编基层农技人员接受连续不少于5天脱产业务培训得1

0 分，综合考虑培训情况打分。

②全县组织对骨干人才进行不少于 5 天的脱产业务培训的得 3 分，未完

成不得分。

③骨干人才培训效果共 2 分，综合考虑实施效果打分。

15

3 技术推广应用 25

①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效果共 15 分，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

②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培育共 5 分，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

③农业主推技术示范推广情况共 5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25

4 信息化建设 15

①全县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 APP 比例不低于 80%的得 5 分，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扣完为止。

②全县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 APP 每月报送有效日志、农情等信息

人均不少于 2 条的得 5 分，未达到不得分。

③全县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在线填报、对外展示等共 5 分，

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

15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 复评

5 科技扶贫 20

①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情况 10 分（未安排任务省份不包括此指

标），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②基层农技人员服务贫困村情况 10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未安排

特聘计划任务省份此项指标为 20 分）。

20

6 实施效果 服务对象评价 10
①全县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满意情况共 3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②全县农技推广服务对象满意情况共 7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10

7 过程管理 组织管理 5
①年内组织项目调度检查共 3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②上报项目有关材料情况共 2 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5

合计 100 100

注：1.具体要求详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组织实施的通知》（农办科〔2019〕23 号）。

2.全省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完成年度农业主推技术推介任务的项目县数/项目县总数*100%（完成年度农业主推技术推介任务的项目县应符

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正式发布年度本县农业主推技术；二是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开展了农业主推技术示范推广；

三是通过印发明白纸、信息化推介、组织现场观摩等方式，对县内有应用主推技术意愿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的指导服务。



表 3：

地级以上市审核意见

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