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 农业技术员
个人工作总结(优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一

我叫，在陆圈镇政府工作，多年来在上级农业主管部门和技
术指导单位的正确领导、在同事和科技示范户的大力支持下，
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组织到位、措施有力、效果明显，多年来
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积极参加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农业技术员
工作总结。

开展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后，积极参加了县农业局组织的培训
学习，更新了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增强自己
指导示范户的服务能力。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农业科技推广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机制创新，为争
取社会各界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
民更多地了解和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工程，采取黑板报、
标语等多种形式宣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宣传农业科技示范
县的政策，宣传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蚕豆无公害
栽培技术、大蒜高产无公害栽培技术、洋芋无公害栽培技术
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精心选择高素质科技示范户。

农业科技推广在我镇以种植业为主，科技示范户理所当然的
要有一定的种植水平，同时要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
够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周边群众中推广开来，经过综合考虑，
选择了以马军营、纪庄西胡庄、赵官营、宋庄小组的10户素
质较高的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对10户示范户进行挨家挨
户走访，详细了解各农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对农业生产
技术的需求，摸清当地耕作制度，并登记示范户的相关信息，
收集他们对农技推广工作的各种意见、建议。同时做好宣传
工作，加强科技示范户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了解。要求每
户示范户带动20户辐射户，全面带动5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农户
学科学用科学。

四、加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通过科技入户示范工程，我所指导的示范户和辐射带动户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摸清了各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了各户的
需求后，精心设计了针对各户的技术指导方案。主要推广应
用了：大蒜测土配方施用bb控释肥技术，不但节约了成本，
保护农田环境，为实现保洱海和农业增产、增收相统一的目
标打下基础；大蒜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大蒜产
品的安全可靠，指导农户精心选择优质早熟大蒜品种“红七
星”；洋芋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洋芋产品的安
全可靠。

五、入户指导方式灵活多样

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在于入户，培训指导，传授技术，推广
各项农业新技术到田到户。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入户指导
技能和示范户农民的科技素质。我根据技术指导方案和农民
的需求，在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如备耕、播种、田间管理、
病虫害多发期等），到每个示范户家中开展技术指导、培训
和信息服务，与联系户保持电话联系，确保技术和信息服务



通畅。

总之，我将努力工作，加强实践，积累经验，严格要求自己，
为发展右所镇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作贡献。

我是一名战斗在农村第一线的农业技术员，自参加工作以来
热衷于农业技术推广事业，把所掌握的知识真正运用到生产
第一线，为农民的增产增收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一名基层
农业工作者，我有如下心得体会：

一、理论联系实践

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工作者，首先自己要具备推广农业技
术知识、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懂得技术操作过程。多年来，
我们订了农村科学实验和植物保护等材料一年四季坚持不同
时期不同阶段地印发病虫害情报，准确及时地把农业讯情传
送到千家万户，系统地学习了五大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农田杂草防除技术等。组织实施了各类
试验示范，如我们在老屋场村、旁塘村进行了“3414”肥效
试验和22个优良水稻品种的产量产值示范比对。受到农民的
欢迎和领导的认可。

二、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面对的是农业、农村、农民，是生产第一
线的人员。与百姓面对面的接触，深入农户、深入田间地头、
把技术讲给农民听、示范给农民看。田间地头就是我们
的“办公室”，要有不误农时、不惧风雨、不怕烈日、不怕
吃苦的精神，所以作为一名一肩双挑的（兼镇计生专干）技
术员更需要毅力，多年来，我坚持勤学习、勤入户指导、勤
试验示范、勤汇报总结，20xx年度被江西省农业厅评为“全省
先进乡镇农技推广站”。

三、提高经济效益是农技推广的目的



在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指导下，如科技入户工程，使一些先
进的技术、新品种直接入户到田，让农民增产增收，获得较
高的效益。

总之，基层农业技术人员要有不怕吃苦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
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要有理论联系实际和精耕细作的试验
示范，精神百倍的努力工作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技推广人
员。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二

今年，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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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

本人所指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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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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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将每一项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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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田间技术指导，预防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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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及时沟通，了解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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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及时测产，统计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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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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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精彩文章推荐：

1.农业技术员个人年终工作总结

2.农业生产个人实习总结

3.农业办公室个人工作总结

4.农业个人年终总结

5.乡镇农业个人工作总结

6.农业部门个人工作总结

7.农业技术员个人工作总结

8.县农业技术指导员个人工作总结

9.乡镇农业个人工作总结

10.农业技术员个人工作总结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三

要求每户示范户带动20户辐射户，全面带动5个村民小组的所
有农户学科学用科学。

四、加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通过科技入户示范工程，我所指导的示范户和辐射带动户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摸清了各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了各户的
需求后，精心设计了针对各户的技术指导方案。主要推广应
用了：大蒜测土配方施用bb控释肥技术，不但节约了成本，
保护农田环境，为实现保洱海和农业增产、增收相统一的目



标打下基础；大蒜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大蒜产
品的安全可靠，指导农户精心选择优质早熟大蒜品种“红七
星”；洋芋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洋芋产品的安
全可靠。

五、入户指导方式灵活多样

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在于入户，培训指导，传授技术，推广
各项农业新技术到田到户。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入户指导
技能和示范户农民的科技素质。我根据技术指导方案和农民
的需求，在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如备耕、播种、田间管理、病
虫害多发期等)，到每个示范户家中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信
息服务，与联系户保持电话联系，确保技术和信息服务通畅。

总之，取得的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未来的农业综合服务工作
道路还很漫长，本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要不断进取，
克服困难，勤奋工作，以扎实的理论知识、先进的技术、良
好的工作作风为xx镇涉农相关产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四

我叫___，在____工作，多年来在上级农业主管部门和技术指
导单位的正确领导、在同事和科技示范户的大力支持下，农
业科技推广工作组织到位、措施有力、效果明显，今年上年
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积极参加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农业技术员
工作总结

开展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后，积极参加了县农业局组织的培训
学习，更新了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增强自己
指导示范户的服务能力。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农业科技推广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机制创新，为争
取社会各界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
民更多地了解和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工程，采取黑板报、
标语等多种形式宣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宣传农业科技示范
县的政策，宣传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蚕豆无公害
栽培技术、大蒜高产无公害栽培技术、洋芋无公害栽培技术
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精心选择高素质科技示范户

农业科技推广在我镇以种植业为主，科技示范户理所当然的
要有一定的种植水平，同时要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
够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周边群众中推广开来，经过综合考虑，
选择了以__小组的__户素质较高的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
对__户示范户进行挨家挨户走访，详细了解各农户的基本情
况，了解他们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摸清当地耕作制度，
并登记示范户的相关信息，收集他们对农技推广工作的各种
意见、建议。同时做好宣传工作，加强科技示范户对农业科
技推广工作的了解。要求每户示范户带动20户辐射户，全面
带动_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农户学科学用科学。

四、加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通过科技入户示范工程，我所指导的示范户和辐射带动户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摸清了各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了各户的
需求后，精心设计了针对各户的技术指导方案。主要推广应
用了：大蒜测土配方施用__控释肥技术，不但节约了成本，
保护农田环境，为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相统一的目标打下基
础;大蒜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大蒜产品的安全可
靠，指导农户精心选择优质早熟大蒜品种“___”;洋芋无公
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洋芋产品的安全可靠。

五、入户指导方式灵活多样



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在于入户，培训指导，传授技术，推广
各项农业新技术到田到户。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入户指导
技能和示范户农民的科技素质。我根据技术指导方案和农民
的需求，在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如备耕、播种、田间管理、病
虫害多发期等)，到每个示范户家中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信
息服务，与联系户保持电话联系，确保技术和信息服务通畅。

总之，我将努力工作，加强实践，积累经验，严格要求自己，
为发展右所镇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作贡献。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五

1、制定详细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案。

根据项目办对“基层农技推广补贴项目”的要求和任务，结
合我所要指导的莫井乡的实际情况，以服务“三农”为标准，
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2、走访农业科技示范户

基层农技推广补贴项目会议召开后，认真遴选的21户农业科
技重点示范户和一般示范户并进行走访，认真详细了解各农
户的基本信息、农户生产现状与存在问题，农户的意见以确
保科技入户工作的有序开展。

3、制定分户实施方案。

根据对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走访情况，我认真制定了分户指导
方案，根据不同农业科技示范户的情况，制定分户实施方案
与农户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

4、入户做好小麦、玉米、打瓜计划指导工作

在小麦、玉米、打瓜生产管理关键时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



调查及技术指导，针对小麦、玉米、打瓜各个生育时期的不
同生长需要及各示范户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管理意见。

5、按时完成实验播种工作。今年阿不都拉乡有燕麦、大麦旱
作实验和3414玉米肥效试验。

6、春忙期间及时向乡报小麦、玉米和打瓜播种进度。

7、按时完成信息上报工作。

1。根据示范户要求，对所指导内容和范围进行指导，以满足
示范户的要求。

2。按既定计划完成技术指导员的所有工作。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六

我叫___，在陆圈镇政府工作，多年来在上级农业主管部门和
技术指导单位的正确领导、在同事和科技示范户的大力支持
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组织到位、措施有力、效果明显，多
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积极参加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开展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后，积极参加了县农业局组织的培训
学习，更新了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增强自己
指导示范户的服务能力。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农业科技推广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机制创新，为争
取社会各界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
民更多地了解和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工程，采取黑板报、
标语等多种形式宣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宣传农业科技示范



县的政策，宣传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蚕豆无公害
栽培技术、大蒜高产无公害栽培技术、洋芋无公害栽培技术
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精心选择高素质科技示范户。

农业科技推广在我镇以种植业为主，科技示范户理所当然的
要有一定的种植水平，同时要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
够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周边群众中推广开来，经过综合考虑，
选择了以马军营、纪庄西胡庄、赵官营、宋庄小组的10户素
质较高的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对10户示范户进行挨家挨
户走访，详细了解各农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对农业生产
技术的需求，摸清当地耕作制度，并登记示范户的相关信息，
收集他们对农技推广工作的各种意见、建议。同时做好宣传
工作，加强科技示范户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了解。要求每
户示范户带动20户辐射户，全面带动5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农户
学科学用科学。

四、加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通过科技入户示范工程，我所指导的示范户和辐射带动户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摸清了各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了各户的
需求后，精心设计了针对各户的技术指导方案。主要推广应
用了：大蒜测土配方施用bb控释肥技术，不但节约了成本，
保护农田环境，为实现保洱海和农业增产、增收相统一的目
标打下基础;大蒜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大蒜产品
的安全可靠，指导农户精心选择优质早熟大蒜品种“红七
星”;洋芋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洋芋产品的安全
可靠。

五、入户指导方式灵活多样。

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在于入户，培训指导，传授技术，推广
各项农业新技术到田到户。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入户指导



技能和示范户农民的科技素质。我根据技术指导方案和农民
的需求，在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如备耕、播种、田间管理、病
虫害多发期等)，到每个示范户家中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信
息服务，与联系户保持电话联系，确保技术和信息服务通畅。

总之，我将努力工作，加强实践，积累经验，严格要求自己，
为发展右所镇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作贡献。

农业技术员工作总结模板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七

今年，本人负责农技指导的科技示范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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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力人，总耕地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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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所指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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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全优2689、特优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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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将每一项新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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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斤/亩，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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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立核心试验田、示范田、示范户、
示范基地，使新技术、新品种得到展示，起到以点带面、点
面结合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科技带来生产方
式的根本转变，科技是农民走上富裕道路的根本途径。

进行全程和全方位技术服务，提高了示范户的科技能力。我
与示范户互相交流，示范户遇到技术以及生活上的难题，多
次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地为示范户进行技术指导
和技术服务，受到示范户的好评。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八

今年，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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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所指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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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将每一项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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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九

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工作者，首先自己要具备推广农业技
术知识、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懂得技术操作过程。多年来，
我们订了农村科学实验和植物保护等材料一年四季坚持不同
时期不同阶段地印发病虫害情报，准确及时地把农业讯情传
送到千家万户，系统地学习了五大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农田杂草防除技术等。组织实施了各类
试验示范，如我们在老屋场村、旁塘村进行了“3414”肥效
试验和22个优良水稻品种的产量产值示范比对。受到农民的
欢迎和领导的认可。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面对的是农业、农村、农民，是生产第一



线的人员。与百姓面对面的接触，深入农户、深入田间地头、
把技术讲给农民听、示范给农民看。田间地头就是我们
的“办公室”，要有不误农时、不惧风雨、不怕烈日、不怕
吃苦的精神，所以作为一名一肩双挑的（兼镇计生专干）技
术员更需要毅力，多年来，我坚持勤学习、勤入户指导、勤
试验示范、勤汇报总结，20xx年度被江西省农业厅评为“全省
先进乡镇农技推广站”。

在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指导下，如科技入户工程，使一些先
进的技术、新品种直接入户到田，让农民增产增收，获得较
高的效益。

总之，基层农业技术人员要有不怕吃苦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
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要有理论联系实际和精耕细作的试验
示范，精神百倍的努力工作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技推广人
员。

我叫xxx，在陆圈镇政府工作，多年来在上级农业主管部门和
技术指导单位的正确领导、在同事和科技示范户的大力支持
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组织到位、措施有力、效果明显，多
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开展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后，积极参加了县农业局组织的培训
学习，更新了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增强自己
指导示范户的服务能力。

农业科技推广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机制创新，为争
取社会各界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
民更多地了解和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工程，采取黑板报、
标语等多种形式宣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宣传农业科技示范
县的政策，宣传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蚕豆无公害
栽培技术、大蒜高产无公害栽培技术、洋芋无公害栽培技术
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农业科技推广在我镇以种植业为主，科技示范户理所当然的
要有一定的种植水平，同时要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
够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周边群众中推广开来，经过综合考虑，
选择了以马军营、纪庄西胡庄、赵官营、宋庄小组的10户素
质较高的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对10户示范户进行挨家挨
户走访，详细了解各农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对农业生产
技术的需求，摸清当地耕作制度，并登记示范户的相关信息，
收集他们对农技推广工作的各种意见、建议。同时做好宣传
工作，加强科技示范户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了解。要求每
户示范户带动20户辐射户，全面带动5个村民小组的所有农户
学科学用科学。

通过科技入户示范工程，我所指导的示范户和辐射带动户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摸清了各户的基本情况、了解了各户的
需求后，精心设计了针对各户的技术指导方案。主要推广应
用了：大蒜测土配方施用bb控释肥技术，不但节约了成本，
保护农田环境，为实现保洱海和农业增产、增收相统一的目
标打下基础；大蒜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大蒜产
品的安全可靠，指导农户精心选择优质早熟大蒜品种“红七
星”；洋芋无公害栽培、防病虫技术，保证了洋芋产品的安
全可靠。

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在于入户，培训指导，传授技术，推广
各项农业新技术到田到户。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入户指导
技能和示范户农民的科技素质。我根据技术指导方案和农民
的需求，在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如备耕、播种、田间管理、
病虫害多发期等），到每个示范户家中开展技术指导、培训
和信息服务，与联系户保持电话联系，确保技术和信息服务
通畅。

总之，我将努力工作，加强实践，积累经验，严格要求自己，
为发展右所镇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作贡献。

今年，在农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业务部门的关心帮助下，



在各乡镇的密切配合下，我站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紧紧以优质高
效为中心，以农民增收为目的，狠抓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全体干部
职工的通力协作，艰苦奋斗，客服了旱灾雨灾虫灾以及经费
紧缺带来的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今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16.81万亩，比上年增加0.65万亩，
粮食播种面积15.04万亩，总产7177.5万斤，平均亩产477.2
斤，同去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增加0.67万亩，总产增
加2288万斤。

其中，小麦的播种面积3.62万亩，总产456.8万斤，平均亩
产126.3斤，同去年相比，面积减少0.47万亩，总产减
少116.1万斤。单产减少13.9斤，减幅达9.9%。

玉米的播种面积8.65万亩，总产6133.6万斤，平均亩产709.1
斤，同去年相比，面积增加1.46万亩，总产增加2268.3万斤。
平均亩产增加171.5斤。

小杂粮播种面积2.78万亩，总产587.1万斤，平均亩产211.2
斤，同去年相比，面积减少0.3万亩，总产增加153.7万斤。
其中谷子的播种面积0.93万亩，总产235.7万斤。豆类的播种
面积1.61万亩，总产304.6万斤。薯类播种面积0.24万亩，总
产46.8万斤。

油料的播种面积0.74万亩，总产90万斤，平均亩产121.7斤，
同去年相比，面积增加0.09万亩，总产增加6.3万斤。

棉花的播种面积0.15万亩，总产13.7万斤，平均亩产91.1斤。
同去年相比，面积一样，总产增加3.5万斤。

蔬菜播种面积0.21万亩，总产164.7万斤，平均亩产784.5斤，
同去年相比，面积增加0.13万亩，总产增加46.5万斤。



瓜类的播种面积0.45万亩，总产1571.4万斤，平均亩产3492
斤，同去年相比，面积减少0.12万亩，总产减少427.6万斤。

干旱是制约农作物正常生长的关键，大宁县“十年九旱”，
春旱伏旱严重，播种时下种难，等雨播种，影响产量和效益，
今年4月份，我县总降雨量为19.0毫米，5月份的降雨量
为52.2毫米，比去年同期多23.5毫米，播期比较集中，出苗
情况很好。在作物需水的关键时期(5、6、7三个月)，平均降
雨量为83.6毫米，比去年同期的42毫米多41.6毫米，作物长
势很好。但在作物成熟后期(8、9月份)，平均降雨量
为118.05毫米，由于8、9月份雨水过多，导致有些作物成熟
不好，籽粒不饱满，但总体来看，还是很好。

1、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农村和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在
种植业结构调整中，通过调查分析和了解，把种植业结构调
整为粮食作物面积变小，小杂粮、油料、苗木，设施蔬菜作
物比例变大。

2、小麦生产，据统计，全县小麦播种面积3.62万亩，总
产456.8万斤，单产126.3斤/亩，与上年相比，面积减少0.47
万亩，总产减少116.1万斤。

3、引进推广抗旱品种，我们在太德乡推广了强盛16、先
玉335、和玉4号，永玉3号等玉米品种，晋谷21、张杂谷8号
等谷子品种，兰州p2，强农1号，郑杂5号等西瓜品种。

4、狠抓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共安排了玉米肥效“3414”试
验10个，校正试验20个，共取土样1000个，涉及6个乡镇10个
村委。

5、加大保护性耕作面积，全县有1.1万亩地采用机械耕作和
机械播种，有0.3万亩西瓜采用地膜覆盖和催芽技术，并在侧
膜套种小杂粮。



6、狠抓蔬菜大棚建设，今年准备新增加560亩蔬菜大棚，现
已完成20%，年底全部完成。

7、及时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我们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对发生的病虫害进行及时的控制和防治。

8、开展技术培训。根据我县的主导产业，我们先后举办了苹
果蔬菜产业培训10余次，培训农民1万余人，印发技术材
料1.5万余份。

1、科研推广经费不足，科研落后，知识层次老化。

2、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留守农民多为老弱残疾者，
普遍文化素质偏低，种粮积极性不高，种在地，赏在天，粮
食生产随意性增大，科技推广工作举步艰难。

3、科技入户率不高，科技覆盖率下降，整体生活水平不高，
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我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走向尚未明确，农委要争取项
目和上级扶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扩展工作思路，创新
工作方法，拓宽服务领域，引导农民调、指导农民种、帮助
农民销，围绕增收调结构，突出特色闯市场，依靠科技增效
益，努力寻找商机，开拓市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篇十

xxxx年已接近尾声，这一年里，本人在分公司、生产区领导
的关心指导帮助下，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协助生产区
领导，团结各核算点协管员，认真抓好各项大田生产管理工
作，认真执行公司和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和经验教训。下面，我就一年所做工作作一个简单汇报：



这一年来，用我们党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武器武装自
己，加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提高自己的
政治思想觉悟，统驭自己的工作、生活行为。从思想上、行
动上和党中央、公司党委保持一致。

在这一年里我协助生产区主任，与各核算点协管员一起共同
组织布置大田生产，共种植大麦xx亩、小麦xx亩、水稻xx亩，
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1、协助生产区主任和技术主任合理安排作物茬口布局，积极
筹划农业生产措施的制定，对生产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

2、做好生产区植保工作。踏田了解在田作物的生长情况，跟
踪调查记录反馈病虫草害防治前后状况，确保药效和及时补
打，将老病田、杂草等进行整理归档。

3、及时做好大小麦及水稻测产工作，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及早提供产量信息，作为制订收获、仓储等计划的依据。

4、协同生产区做好农业中心主管部门布置的水稻钵苗精确机
插高产栽培新技术推广工作，并定期调查、做好试验数据调
查汇总工作、完成试验报告。

5、认真校对各核算点农用物资领用单据，严格生产区仓库物
资管理。实事求是记录条田档案，及时汇报公司农业中心主
管部门。

6、按照公司工会工作要点的'要求，认真履行各项职能，加
强自身管理体系的建设，积极推广分公司工会建立的工会干
部服务职工联系卡工作制度，做好三秋、三夏秸秆“双禁”
宣传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对生产区生产经营的配合作用，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较好地实现了公司工会提出的各项工作
目标。



7、协同生产区做好辖区内农田水利、路桥仓库等基础设施现
状梳理、投资新建项目定点汇总工作。

8、认真做好生产区年终相关资料整理汇总、装订归档工作。

9、做好生产区布置的其他工作。

在这一年的不断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业务水平还是思
想境界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
主要表现在：

1、在政治学习上存在着应付式的现象，需要的时候才会进行
突击式学习，没有养成平时做好功课的习惯。

2、专业基础知识仍不健全，作为栽培专业出生的我负责生产
区的植保工作，虽然专业不同，但也同属大农学专业。今年
的工作，我发现我对某些虫害、病害并不是如自己想象的熟
识，没有给予重视，给植保上的防治带来不少困难。

3、工作的总结性仍然不强，容易犯同样的错误，要加强与领
导的沟通，扎实仔细地把工作落到实处，更高效率的地完成
自己的工作。

我的不足和缺点可能还有很多，希望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批评
指正和帮助，我将尽快改进和弥补，使自己更好的融入到团
队中去，为公司和生产区发展尽自己的努力。我一定要在今
年的工作基础上，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端正工作态度、虚
心向同事们学习、请教，加强团队合作，争取在20xx年取得
更大的进步。以上是我的本年度的工作总结，如有纰漏，望
敬请领导提出批评并予以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