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农业科技上半年总结报告(实用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下面是小编给大
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乡镇农业科技上半年总结报告篇一

12月21日，汉寿县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召开。县委组织部、
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和全县科技特派员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成功选派了-科技特派员，回顾了20科技特派员工作，
安排部署了20工作任务。

汉寿县科技特派员工作于5月份启动以来，现有省、市、县三
级，共20名科技特派员。2016年，科技特派员根据自身特长，
创新性的开展农业科技指导和医疗卫生服务;助力科技扶贫，
大力推广成熟技术;发挥“领头羊”作用，科技致富示范成效
显著;情系农村医疗，为农民健康提供保障。

会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卫东要求，科技特派员要准确定
位，当好角色;要发挥特长，认真履职;要解放思想，大胆创
新，为汉寿县年科技特派员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乡镇农业科技上半年总结报告篇二

根据县农委的统一安排，**农业综合服务站根据**镇工作实
际，积极开展春季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为使农业科技下乡活
动取得实效，我们精心组织，制定了实施方案，编印了大量
技术资料，确保农业科技下乡活动顺利开展，现将近期工作
汇报如下：

1、领导重视，精心组织。2月5日在漆园召开了小麦春管工作



会议回去后，我们及时给乡镇主要领导汇报，得到了镇领导
的大力支持，我们根据**生产特点，制定了**镇春季农业科
技下乡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细化了工作措施，保证了科
技服务落到实处。

2、加大培训和宣传。2月8日我镇召开了全镇春管工作会议，
各村干部、科技示范户、种粮大户参加了培训，县技术指导
员李歆到会并培训了当前小麦管理技术要点，重点培训小麦
返青肥、拔节肥施用方法、数量，小麦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
术，会上印发小麦春季田管明白纸6000余份。

3、实行技术包片，抓点带面。全站8个人，根据工作情况，
每人包2个村，重点抓好科技示范和小麦高产攻关田，以点带
面，示范带动。要求站长、副站长每人抓1个万亩片，其余每
人抓1个500亩的高产示范片，每人包10个科技示范户（或种
粮大户），对农民面对面指导。

通过技术指导、科技培训、示范带动等形式，全镇农业科技
下乡培训农户达1万人次以上，印发明白纸6000余份，召开现
场会培训会2次，联系科技示范户和种粮大户100户左右，服
务指导专业合作社4个，有力推动了春节农业科技培训工作。

乡镇农业科技上半年总结报告篇三

根据镇党委、政府分工，我主要负责农业、畜牧养殖及科技
工作，并担任东片副片长。一年来，除认真完成所包片、村
的发展稳定及镇政府各项中心工作以外，紧紧围绕年初确定
的工作思路，按照《科技副职考核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分
管工作，抓住科技第一生产力不放松，以增强干部群众的科
技意识和利用科技能力为突破口，努力抓好各项工作目标的
落实。现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农业方面：狠抓了3000亩优质小麦示范基地的管理及粮
食直补款发放工作。去冬今春，我们从县有关部门争取到



了3000亩优质小麦示范基地项目，一年来，我们从种子、农
药、化肥、管理技术等方面全程把关，使该项目取得圆满成
功，平均亩产520公斤，增收30万元。同时，圆满完成了粮食
直补款发放工作，一周之内共发放粮补资金73.6万元。为了
让农民深刻理解中央一号文件和有关粮食直补工作的政策，
按照上级要求，深入细致地在全镇范围内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为防止虚报、瞒报，组织包村干部下村入户，在村干部的协
助下逐户、逐地块的核查小麦种植面积和计税土地面积，并
逐户登记，然后张榜公布，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了公正
性、真实性。粮食直补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科学种植的积极性，保证了我镇粮食生产的稳步发展。

周转棚、周转羊建设管理顺利。今年，我县有南头等六个村
有周转棚、周转羊扶贫项目。针对干部群众因缺乏技术对该
项目认识不深的实际，我们一方面通过积极宣传发动，组织
群众到外地参观学习等形式，引导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树立科技致富意识。另一方面，积极聘请县农业局、
畜牧局等技术人员到相关村召开座谈会、现场指导等形式，
解决项目动作当中的技术难题，使该项目进展顺利。目前，
全镇已建周转棚36个，发放周转羊265只。

二、畜牧养殖方面：认真做好防疫工作。在依托大刘、xx两个
兽医站认真做好养殖户的日常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做好春
秋两季的禽流感及牲畜五号病的防疫工作。在今春的禽流感
及牲畜五号病的防疫工作中由于我镇高度重视、组织严密、
措施得力，其成功做法得到市县各级领导的认可，并在月日的
《河北新闻联播》播放，收到良好效果。

三、科技方面：积极推广各种先进技术，全面提高科技水平。
先后推广了小麦鲁抗优质丝光棉、长绒棉等优质品种，推广
了棉瓜、棉蒜间作技术等10余项，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下一步工作思路：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突
出棉花、林果、养殖三大产业，大力实施农业产业经营，一
是要按照市场需求，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引进推广高产优质
品种和新的栽培技术，提高棉花质量和单产，壮大棉花加大
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做大做强棉花产业。二是要通过龙头
带基地，基地联农户，加快以肉牛、奶牛、蛋鸡养殖为主的
畜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领域。

乡镇农业科技上半年总结报告篇四

2月17日，湖南省攸县召开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回顾总结去
年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攸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易常参加会议并指出，科技特派员工作是顺民意、得民心
的.工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开
创攸县科技特派员工作新局面。

会议首先回顾总结了2016年科技特派员工作。2016年，攸
县29名(其中省1名，市7名，县21名)科技特派员在全县17个
乡镇(街道)及24个企业开展服务，共举办各类科技培训活
动48场次，发放科技资料2万多份，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
农民骨干5000多人次;推广新技术12项，引进新品种23个，创
建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1个，实施省级县域经济发展项目一
个，建立科技示范基地21个，与企业农户建立利益共同体3个，
转换科技成果10项，实现产值过亿元，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为攸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2017年，攸县实施科技特派员工程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
县委、政府“产业突围、转型突破”工作目标，有效整合资
源，创新工作机制，加强企业帮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为形成农业产业、市场流通、加工增值、金融服务为一体的
新格局提供有效服务。

会议宣布了科技扶贫安排，安排了科技特派员分别与15个省
级贫困村进行对接帮扶，同时还下发了《攸县2017年度科技



特派员工作方案》，选派了27名科技特派员奔赴一线进行技
术指导服务。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易常对攸县科技特派员工作所做出的
成效、特色及影响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的一年，对
攸县来说是极不寻常、极具挑战的一年，而科技特派员工作
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新调整，推广了农业科技新成果，培训
了农民科技文化新知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高度
肯定。

“科技特派员工作要坚持以创业富民惠民为根本，以优势农
业产业为基础，以增强服务效能为目标，以提高创业能力为
核心!”李易常强调，县委全会动员全县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好“五区”大会战，务求“产业突围、转型突破”取得首
战首胜，这对科技特派员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要求
各位科技特派员发挥创业示范作用，发挥技术服务作用，发
挥培养人才作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
努力开创攸县科技特派员工作新局面，为推进攸县“产业突
围、转型突破”、实现三大梦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还宣读了《关于表彰2016年度优秀科技特派员的决定》，
对6名优秀科技特派员进行了颁奖，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及科
技特派员代表先后作了典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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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业科技上半年总结报告篇五

为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支持驻村工作队的
工作，区农经委组建了驻村工作农业科技服务团，抽调农业、
林业、水利、畜牧、农机等部门的中高级科技人员为服务团
成员，在区委组织部的直接领导下，以解决农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以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为手段，围绕科技兴农战略，为各级工作队所驻行政
村开展重点服务，不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现将农业科
技服务团两年来的科技服务工作总结如下：

一、科技服务工作成效

自成立驻村工作农业科技服务团以来，我们坚持每月两次以
上进村开展科技服务，以举办技术讲座、发放科技图书资料、
开展技术咨询、现场指导解决技术难题等多种形式，为农民
群众提供科技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两年来，农业科技
服务团共服务行政村25个，举办技术讲座8场，开展科技下
乡18次，发放科技图书500册、科技资料4000多份，接待咨询
服务群众8000人次，现场解决技术难题42个。同时在全区开
展了一次农业技术服务周活动，邀请市农业局、市畜牧局、
市林业局的技术专家，在我区4个行政村举办了4次专业技术
讲座，服务群众1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农业科技服
务团为农民开展科技服务，带动农民增收800多万元，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二、开展农业科技服务的主要做法

1、领导重视，认真组织。区委组织部和区农经委的领导十分
重视农业科技服务团的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工作



台帐。每次开展科技服务前，组织部门都作了具体安排，每
天到哪个村，开展什么服务，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有针对
性的开展工作，而且在服务团进村之前，驻村工作队的领导
和成员都提前做好准备，安排布置场地，组织群众参加。同
时对群众进行宣传，让群众提前准备，有什么技术难题，需
要什么技术，发展什么项目，到时向服务团成员请教。区委
组织部和区农经委的领导每次都亲自带队，与科技服务团成
员一起到各村开展技术服务，为驻村农业科技服务团的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根据全区各行政村的不同情况，农
业科技服务团成员，准备了不同的讲稿和技术资料，针对种
植、养殖等不同特点，采取专场培训，分类指导。如孙庄乡
的孙庄和郭庄两个村都建立了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日光温室
和塑料大棚较多，群众迫切需求名优瓜果蔬菜的反季节栽培
技术，服务团成员来到这两个村时，就着重带了日光温室和
塑料大棚建造管理方面的科技资料，向群众传授日光温室和
塑料大棚名优果蔬的栽培管理技术；翟庄乡柳庄村和干河陈
乡小村铺村，是我区有名的养猪专业村，应这两个村驻村工
作队的要求，农业科技服务团到村里重点讲授生猪饲养管理、
疫病防治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干河陈乡挂刀营村80%的农户养
殖奶牛，全村奶牛存栏量达600多头。农业科技服务团到村里
后，在奶牛饲养管理、品种改良、牧草种植等方面给予重点
指导和培训。总之，凡是群众要求的`，科技服务团都尽量做
到，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3、深入农户，现场指导。在科技服务活动中，对群众提出的
模糊不清的问题，需要现场察看解决的，农业服务团的科技
人员都会主动地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庭院，进行现场技术指
导，就地解决技术难题。在孙庄村进行科技服务时，科技人
员发现该村园区内的养鱼池，由于缺氧，长有很多有害藻类，
对鱼类的生长很不利，就及时指导管理人员利用增氧机增氧，
利用硫酸铜杀灭有害藻类，避免了鱼类缺氧死亡现象的发生；
在翟庄乡柳庄村，一位养羊的农户喂养了40多只小尾寒羊，



品种退化严重，而且死亡率高，经过服务团成员现场诊治，
认定是由于近亲繁殖造成，指导该养殖户更换亲本品种，杜
绝近亲繁殖；在后谢乡河东王村，该村养殖肉鸡的农户反映
幼鸡得病死亡率高，农业服务团的畜牧兽医人员就现场对病
鸡进行解剖，查找病因，对症下药，使群众很快掌握了防治
技术。

4、发挥特长，造福于民。农业科技服务团的成员不仅集中地
为农民群众开展各种技术服务，而且还利用各自的特长，帮
助驻村工作队为农民办实事，造福于民。农业科技服务团的
蔬菜技术人员，在利用自己蔬菜种植的专门特长，帮助后谢
乡河东王村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蔬菜生产。他们帮助村里
调整80亩耕地，于麦收后种植早熟夏阳白菜，从种植到收获
仅两个月时间，亩收入达500多元。白菜收获后，又帮助村里
建起36座塑料大棚，种植秋延后黄瓜，实现亩收入多元；农
业服务团的畜牧科技人员为扶持河东王村的养殖业，帮助该
村建设一座300立方米的玉米秸秆青贮池，消化玉米秸秆40余
亩，同时帮助养殖户建设了11座养鸡大棚，有效地推动了该
村养殖业的发展。目前，该村生猪存栏1500多头，肉鸡存
栏10000多只；水利科技人员为解除干河陈乡小村铺农民的饮
有害水之苦，协调项目资金27万元，为该村打了一眼152米的
深水井，并进行水泵、水塔、自来水供应管道配套，解决了
群众的饮水问题；农业科技人员针对干河陈乡小村铺村大多
数群众养猪，造成环境污染问题，指导该村建设了30多座沼
气池，不仅节约了能源，还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为
生态农业的发展探出了路子。

三、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思路

两年来的驻村科技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同
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行政村对科技服
务工作重视不够，宣传不到位，组织不到位，没有取得应有
的服务效果；二是科技服务时间较短，好象青蜓点水一样，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科技棚架问题；三是农业科技人员本



身的科学技术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
题，下一步驻村科技服务工作重点是要抓好三个转变：

1、临时科技服务向固定科技服务转变：针对各村的产业优势，
可挑选相应的科技人员为驻村工作队员，充分发挥科技人员
的作用，带动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

2、单纯技术服务向实施科技项目转变：区直各部门争取的科
技扶贫项目或农业产业化项目，可由驻村工作队带到行政村
实施，驻村工作队也要确定科技项目，使每个项目成为农民
致富的龙头，带动农民群众共同致富。

3、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转变：开展农业科技服务要继续制定
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工作台帐，结合各村实际，主动地、有计
划地进行科技服务，重点向种养大户和科技示范户，派出专
业技术人员，常驻进行技术指导，切实解决农村技术棚架问
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