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科协科技三下乡活动方案 农业科技三
下乡活动总结(精选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
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努力。以下是小编精
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县科协科技三下乡活动方案篇一

根据伊犁州宣传部《关于开展20xx年伊犁州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巩留县农业局领导
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
有序进并圆满完成了农业科技下乡活动的各项宣传、培训工
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高度重视，制定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根据文件要求，
巩留县农业局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以农业局主要领导为组长、
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农业科技下乡活动领导小组，并
立即召开部门会议安排部署“三下乡”活动，，围绕“科技
兴农、科技富民”这一主题，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
原则，安排专人负责制定实施方案。重点组织开展农资市场
监管、各项惠农政策和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宣传、讲
解等活动，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示范应用，强化农业科
技“一站式”服务，确保广大农民的科技应用水平得到进一
步提高。

上下动员，全员参与，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为了确保农业
科技下乡活动顺利推进，该局召开了全体的干部动员会，号
召全体干部结合工作实际立即行动，积极参与到科技下乡活
动中来，采取县乡集中、村队巴扎以及进农户家中等形式，
全力做好农业相关政策法规、农业新科技新品种、惠农政策
等方面宣传讲解的同时，开展好科技培训、科技服务、科技



试验、科技总结等工作，保证活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积累
经验、总结成果，为全方位谋划好农业科技下乡的重点内容、
主要形式以及关键举措等提供保障。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确保活动成效。一是惠农政策
宣传落实。该局干部职工利用各类、宣传、技术服务的契机，
向全县各族农牧民大力宣传小麦农资综合补贴等国家惠农政
策和县委一号文件惠农政策。累计宣传讲解惠农政策30余次，
参与农牧民1000余人次。二是农业法规宣传推进。围绕依法
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农的工作思路，力开展了农资市场
大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检测等农业综合执法活动。重点
对全县90余家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质量安全进行了执
法检查，并联合工商、质检等部门开展了“春、秋季种子市
场专项整治”和“夏季农资打假行动”等农资市场专项整治
活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30人，悬挂横幅13
条，发放汉维哈宣传资料5000份，现场接受信息咨询120余次。
开展农资执法检测10次，共接待群众来访投诉4起、办结4起。
三是农业技术服务指导。包乡领导干部按照不定期、不定时
的工作原则深入到各自联系的乡镇场，督导检查农业工作推
进情况，并为农牧民提供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服务;领导干部
累计深入联系点100余次，指导农牧民0余人次。四是开展农
业科技试验。重点在阿尕尔森镇、塔斯托别乡等乡镇场开展8
个田间肥效试验，重点完成了300个土样、植株样检测实验，
分析化验2400项次;累计培训技术骨干、农民及营销人员2.3
万人次，广播电视宣传17条，墙体广告宣传300条。五是开
展“绿叶”行动。以党员干部为服务主体，以业务工作为服
务内容，成立了贝母、小麦等12个服务小组，按照“3+3”开展
“绿叶”服务“三农”行动;举办田间课堂5期，主要培训了
贝母、小麦高产等培训，累计培训农牧民100余人，现场解答
生产难题5个，现场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六是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围绕强农惠农政策、种养业关键技术、农产品质量
安全等内容，因地制宜地对基层农技人员、新型职业农民进
行培训。累计举办培训136期，培训农牧民1.6万人次;其中，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19人，培训农业技术员485人次;发放科技



宣传资料2.5万份。

通过农业科技“三下乡”活动，积极调动了广大农业干部的
积极性和服务基层的主动性。围绕培训新农民、学用新科技、
推广新成效的工作要求，结合农业局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了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技下乡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农牧
民学科技、用科技的水平和能力，确保以农业科技为支撑，
加快科学种田的步伐，实现土地亩效益的大幅提升、农牧民
纯收入的大幅增加，为新农村建设、农牧民增收致富提高科
技信息来源、科技应用指导支撑。农业科技“三下乡”活动，
是丰富农牧民科技文化大餐的一条重要渠道和途径，今后还
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抽调业务骨干和技能精英，成立贝母、
粮食高产等多课题培训小组，大力开展各类科技培训、科技
下乡活动。

县科协科技三下乡活动方案篇二

近期我们学习了园长给我们发的关于集体活动的有效性的一
些资料，我认真阅读了几篇文章，并经行了研究、分析，其
中的教育活动方法和我们日常的教学经验相似，我还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现总结如下：

一、集体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教学目标的制定的有效性、目的性要明确

教学目标是一个教学活动究竟要教孩子学习什么，获得什么，
它对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具有导向作用，引领着教学过程顺利
开展。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学目标一直处于核心位置。它既
是教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终点;既是选择教学内容的依
据，也是教学活动评价的标准。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教学
目标的落实却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记得刚开学时，我根据
班内孩子年龄特点，兴趣爱好等特点，制定了“有趣的情景
油画棒涂色”这一活动，刚开始周目标先教孩子认识过渡色



好朋友，如：红橙黄好朋友、深蓝浅蓝白好朋友、深绿浅绿
好朋友、深咖啡浅咖啡土黄好朋友，然后说一说儿歌颜色好
朋友这样孩子就轻松记住了。再接下来画简单的太阳、大树
练习涂过渡色，接下来的月目标讲绘本故事，画绘本故事涂
色，增强了孩子绘画涂色的兴趣。目标由简到难，逐步实施!
目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啊!

2、教具的有效使用和活动材料投放的层次性、多样性

在以前的集体教学活动中，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的教具有时孩
子们并不太喜欢，反而一个小小的纸偶吸引了所有的孩子，
这就是说我们在准备教具时应考虑孩子年龄特点，最近的的
发展兴趣是什么?等等，从孩子的角度来设计教具，让教具发
挥出它的最大作用。在绘本活动手撕画《田鼠阿佛》中，我
为孩子们准备了彩色的报纸、手工纸和黑白的报纸，孩子们
有的用手工纸做月亮有的用彩色报纸做田鼠、有的用黑白报
纸做田鼠，还有用绿色做大树等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想法
设计了不一样的撕画内容，孩子在选择材料上有了多样的机
会。

3、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有效性提问与回应技巧

在教学中避免机械式提问，要根据幼儿年龄的特点，按层次
提问，适时追问。

备课时要精心预设提问，要准确把握目标的指向性，从幼儿
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深度的问题：对接受能力
强的幼儿可合理“提高”，使其获得更多的知识经验;对接受
能力一般的幼儿可逐步“升级”，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对相对
能力比较弱的幼儿可适当“降低”，以帮助其恢复自信，提
高学习兴趣。并适时地对他们追问，使孩子的思维更积极化。
提问要具有开放性，使幼儿积极思考、充分想象。在艺术活动
《小雪花》中，我提问的“小雪花从天上飞来，他会落到哪
呢?”段宇潇说：“它会落到高山上”我积极回应“给大山穿



上了羽绒服”蛋蛋说“它会落到麦子上”我说“小雪花给麦
子盖上了棉被，让麦子度过寒冷的冬天”，谁还有不一样的
回答?孩子们一听积极动脑筋思考回答问题，在这短短的对话
中，开放性的提问让孩子更喜欢回答问题积极思考，同时还
打开了思维的想象力。

4、集体教学活动中环节的递进和渗透

教学计划中一定要考虑到环节间的递进和渗透，也就是环环
相扣，让整个的教学内容紧凑、合理。

二、今后对自己组织的集体活动应注意的地方

1、加强学习，多从视频中、专业书上阅读优秀后动的组织与
设计，多向优秀老师的学习经验，积极参加园外优秀活动的
听课，总结经验，学以致用!

2、时刻保持一颗上进的心!多参加一些教育专座讲坛，活到
老学到老!

3、日常多看一些教育孩子的专业书籍，真正的从孩子角度出
发，真正为孩子办实事。

县科协科技三下乡活动方案篇三

公民旅游是展示国家形象、反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窗口”，
是文明城市创建一项新的工作内容。为了进一步加强文明旅
游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师生旅游文明素质，充分展示美丽郴
州良好形象，我校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将“文明旅游”理念传
递到广大师生中间，入耳、入脑、入心。

一、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为：

1、遵守法规秩序、讲究卫生礼仪、爱护环境设施教育。这些



都是公民行为的基本规范，在郴州市如此，去外地也应该如
此。教育学生应当自觉遵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
约”，维护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
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利，以礼待人，健康娱乐，文明
旅游。

2、教育学生自觉遵守“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其他宗教的文化习俗，
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文明”行为，防止个人行为给
国家和城市形象带来损害，展现我们礼仪之邦应有的风采。

3、教育学生应当自觉恪守公德、讲究礼仪、文明出行、文明
游览，主动提醒和制止他人在旅游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

二、本次活动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

1、广泛宣传引导，文明旅游意识深入师生之心

校团委广泛宣传引导。通过班会课发起话题讨论，扩大宣传
范围，提升宣传效果。曝光不文明出游行为，理性分析原因，
防止盲目过度炒作。

学校政教处也进行了广泛宣传引导。政教处把旅行社关于文
明旅游的相关宣传海报、折页、行李标签和公益广告等在校
园展示，确保官大师生能时时处处感受到文明出游的浓厚氛
围。

2、认真组织活动，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

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根据《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公
约》、《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要求，开展公民
旅游文明素质主题教育活动，普及文明旅游知识，促进游客
旅游素质显著提升，自觉维护旅游秩序。学校通过广播平台
以及学生会成员发文明旅行宣传单的方式加大了宣传的力度，



形成宣传热潮，正确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文明出游。

3、组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在班内组织文明旅游知识竞赛活
动，以及在开展了相关的主题班会之后，班内成员一齐交流
讨论学习心得，由高年级各班撰写“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主题宣传活动心得，评选出优秀的心得感想。学校结合课堂
教育和课外活动，根据学生年龄、心理特点和知识结构、认
知水平，充分挖掘文明礼仪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
了文明旅游教育活动，切实提升了学生文明素质。

县科协科技三下乡活动方案篇四

我局接通知后，庚即成立了以副局长胡晓玲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科教科为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安排我局的科技“三下
乡”活动，机关各中心、执法队和片站为协同配合。我局根
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制定了郫县20xx年农
业科技“三大行动”实施方案(郫府办〔20xx〕49号)和郫县农
村发展局20xx年科技“三下乡”活动计划。

二、具体做法

1、利用科技活动周和安全宣传周活动，将相关农业科技资料
和安全知识传授给农户，开展活动3次。5月15日，我局组织
科教科、农技中心、农质中心等的科技人员在郫筒镇老百姓
花园参加了郫县20xx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科技活动
周启动仪式。活动中，科技人员通过发放农业法规和技术资
料，现场讲解、技术咨询等，引导群众学科学、用科学，做
依靠科学致富的技术型新型农民。这次活动中，群众索取资
料的积极性很高，我局科技人员对群众咨询的问题都进行了
一一解答，共计散发各类农业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和农业科技
资料3000余份，活动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6月2日，我农
质中心参加了县政府在郫筒镇老百姓花园举办的集中宣传活
动，现场受理群众举报3起，接受咨询5起，发放成都市实行



蔬菜水果食用菌市场准入的知识问答220份、成都市食品安全
委员会关于成都市实行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通知220份。

2、充分利用赶场日、农民朝会日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各镇
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5次，分别到
花园镇、新民场镇、友爱镇和唐元镇等镇开展活动。

3、按需培训，有的放矢。根据各镇农民的需求安排相关专家
与农民进行面对面交流，接受农户的现场咨询，咨询人数
达3000余人，有力地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过程中的遇
到的疑难问题。

4、根据我县农业生产现状及技术推广趋势编印了相应的技术
资料并适时给农户。半年共组织农业科技人员70余人开展宣
传咨询服务，发放宣传资料17000余份。内容涉及食品安全法、
成都市蔬菜水果食用菌实施市场准入、三类食用农产品市场
准入的相关知识;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技术规程、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技术规程、水稻机械化育秧技术规
程;韭黄生产技术、生姜生产技术、食用菌生产技术、常见蔬
菜病虫害防治技术;畜禽养殖技术;拖拉机驾驶操作技术、马
铃薯、油菜和小麦联合收获技术、道路交通安全法、农业机
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机田间作业安全规范和作业质量技
术要求;农药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肥料的科学使用技术
和农村户用沼气池日常维护与安全使用等等。

三、活动形式

为增加农民参与科技下乡的积极性，使农民较为直观、系统
地掌握相关技术知识，我局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宣传：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和影象设施，编制印发各类农
业实用技术培训资料，应用多媒体到各镇、村播放技术光碟，
精心选派农业专业和科技技术人员为农户现场答疑。



二是通过专题培训，电视、新闻、广播、报纸宣传，现场会，
科技赶场，电话咨询服务，发放技术资料等手段进一步扩大
培训面，把农业科技及时传送到千家万户。

四、活动成效

半年来由于领导重视，农业专家和科技人员的辛勤努力，深
入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进一步促进我县特色优势产业壮大发展。例如，唐元镇
锦宁韭黄生产合作社成员经过多次参加专题培训和科技下乡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成员的韭黄种植技术和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认识，将理论知识积极应用于生产实践。合作社采取了
五统一的措施，运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手段确保韭黄生产的
质量和品牌运用效果。唐元韭黄不但进入了省内家乐福、麦
德龙、红旗连锁等大型超市，塑造了唐元韭黄新形象，还开
辟了西安、兰州、武汉的省外市场。该基地已获得四川省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将带
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送科技下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新品种新技
术在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推广与应用。1-6月，试验、示范、
推广新品种16个;推广新机具14台·套;推广新技术13项。其
中，引进推广的新品种有：f优498、蓉优188、冈优198、准两
优1102、德香4103、宜香305、一见钟情甘蓝、科莱白花菜、
韩国探索萝卜、先花70、红掌、美人指、红叶石楠、金禾女
贞、川金茹、平韭四号等;推广的新机具有：动力机械、畜牧
生产机械和植保机械等;推广的新技术有：太阳能频振杀虫灯、
性诱剂、水稻优化定抛、苦瓜堆式栽培、大棚漂浮水培育苗、
容器苗栽培、高低喷灌、地布覆盖、木腐菌废料栽培姬松茸、
黑色薄膜软化栽培技术、水稻机插秧、土豆机械化收获和生
物发酵床养猪等。



县科协科技三下乡活动方案篇五

今年上半年，市科技局把“三下乡”工作做为推动新农村建
设工作的重要抓手，以解决三农发展需要为突破口，制定方
案，细化措施，努力推进科技常下乡、常在乡，各项工作取
得显著成绩。

1、年初集中组织三下乡活动。1月25日，20xx年度全市文化、
科技、卫生集中下乡慰问活动在东海县安峰镇隆重举行。市
科技局带领市农科院专家参加了慰问。集中活动期间，市科
技局向安峰镇捐赠电脑两台，农业科技成果汇编200本、新农
村实用科技知识读本40套、农业新品种及新技术资料1000份、
农业新品良种5袋，并向上争取科技项目拨款204万元。活动
现场，科技分团的专家对广大农民朋友的各类咨询，进行了
现场解答，开展农业科技现场咨询300多人次。

2、积极加快特色产业关键技术提档升级。按照省关于建设苏
北特色产业的总体部署，我们根据各县区资源优势，紧紧依
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区域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培育
建设了赣榆县的海产品养殖及深加工、东海县的经济林果、
灌云县的家禽养殖及加工、灌南县的意杨种植及板材加工、
市区的创汇特色蔬菜等12个科技产业，于20xx年被认定为江
苏省科技特色产业。20xx年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又对各个特
色产业规划进行了完善。全市围绕特色产业培育，共正式上
报了苏北专项计划项目68项，目前正待审批下达。另外，积
极争取市区的花卉产业、海产品养殖及深加工产业列入苏北
科技特色产业，目前已经正式行文上报。

3、围绕优势主导产业培育、沿海滩涂开发与现代农业、科技
服务业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围绕沿海滩涂开发
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我市重点组织申报了“耐盐碱蔬菜芦
笋新品种选育”、“大规格皱纹盘鲍规模化生态养殖技术研
究”、“海州湾特色海产品健康养殖及深加工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等10个省农业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公
示阶段。

4、全市围绕特色产业培育，共正式上报了苏北专项计划项
目68项，目前正待审批下达。我市4县已于20xx年全部被列为
国家级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县。省科技厅今年拟将赣榆县列为
省级科技富民强县重点县，目前正待审批下达。

5、面向先代农业科技园、农业科技型企业、科技特派员队伍
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全市科技特派员总数已达410余人。淮
海工学院和市农科院作为我市农村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发挥
自身人才和技术优势，围绕赣榆县、连云区、灌南县等地的
相关农业产业，加大科技人员服务基层力度，创新组织形式、
丰富服务内容，取得了显著成效。两单位组织实施的法人科
技特派员项目，得到了省科技厅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认可，近
期有望列入省苏北科技计划扶持项目。

6、农村科技超市是省科技厅加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提
高服务“三农”水平和效益的一种新模式。借鉴现代商品超
市的理念，将成果、技术、信息等科技要素整合到科技超市
平台，成为可看能及的商品，提高农民对科技的认知度与接
受度，着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推广。
科技超市建设试点工作实施一年多来，我市指导县区积极创
新模式，以多种形式和载体推进科技超市建设工作，加速现
代农业向高产、高质、高效方向发展，得到了企业和农户的
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目前我市4县分别围绕自己的科技特色
产业，启动建设了科技超市分店，其中灌云分店和灌南分店
已经得到了省科技厅确认。这两家分店同时带动相关农业专
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协会等载体，建设了6家科技超市便利店。
省科技厅于7月9日在灌云县举办的全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建
设推进现场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