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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在一年里，我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努力

提高理论知识和业务工作水平。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认真完成上级

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在上级各部门领导及同事们的关心、支持

和帮助下，思想、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现将本年度的

工作总结如下： 

一、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我重视加强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在工作中，坚持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水平。一是结合全市开展“三查三看”

教育活动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查找不足，从思想上、

学习上、工作上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二是认真学习工作业务知

识，重点学习水稻病虫害的预测预报、节水抗旱技术的推广应用、无

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及农业信息的采编与发布。在学习方法上做到在重

点中找重点，抓住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各项

工作能力;三是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利用闲余时间，

选择性地开展学习，学习了《种子法》、《农业法》、《农药管理条

例》等，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 

二、努力工作，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圆满完成 20xx-20xx 年度的科技入户工作。20xx 年，是施甸

县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的第一年，我有幸成

为了该项目的玉米产业技术指导员。一年来，本着提高农民科技文化

素质，提升我乡粮食生产能力的指导思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较好的

完成了预定目标。我负责的科技入户项目涉及新街村后寨村民小组 10

户农户，玉米种植面积 49 亩，辐射带动周边 6 个村的 200 户 808 亩

的玉米种植。通过测产，10 户科技示范户中，最高单产为 694.43kg/

亩，最低单产为 610.22kg/ 亩，10 户平均单产为 660.46kg/ 亩，较去

年的平均单产 550.44kg/ 亩增 110.02kg/ 亩，增 19.9% ，超计划指标

任务的 9.9%;辐射带动周边 200 户 808 亩的玉米平均单产 473.23kg/



亩，较前三年的平均单产 430.16kg/ 亩增 43.07kg/ 亩，增 10.01% ，

超计划指标任务的 5.01% 。并获得了年终考核优秀奖。 

2、应对旱情，积极投身入抗旱工作中。20xx 至 20xx 年，百年不

遇的旱灾给旧城乡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作为农技推广部门，

摸清受灾底数，着力抓好春耕备耕工作，推广抗旱技术措施，成为我

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抗旱工作中，我主要负责旱情的收集与整理，

及时向上级各部门汇报旱情、农情，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及时开展

抗旱自救工作，并参与组织农资的协调，确保了大春生产物资需求，

为“小春损失大春补”夯实基础，确保了旱灾损失降到最低。 

3、狠抓粮食直补惠农政策的落实。今年，共实施了种粮农民综合

直补、水稻、玉米、小麦良种补贴以及县委 8 号文件中落实五项科技

增粮措施补贴等惠农政策。为切实贯彻各项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

积极性，我主要配合财政部门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配合研究、拟定

了实施方案，认真搞好了粮食直补工作协调和部署;二是充分利用各种

传媒手段，狠抓了直补惠农政策的宣传工作，让直补政策做到家喻户

晓。三是严格工作程序，并翻印了有关表格 3000 余份，切实服务和指

导各村委会搞好直补工作申报登记、张榜公示，认真搞好统计复核等

基础性工作。四是及时、足额配合做好直补资金的兑付工作，让种粮

农民真正得到政策实惠。协助财政所完成种粮农民综合直补

1612808.57 元,玉米、小麦等粮种补助 461195 元,涉及67 个村民小组

3300 农户;发放五项科技增粮措施补助 673924.5 元(其中:),涉及8 个村

委会 77 个村民小组 3238 户农户;发放蚕桑地膜补助 25724.00 元，涉

及 3 个村民小组 317 户农户。 

4、以项目为依托，切实抓好试验、示范工作。为了切实抓好

20xx 年大春粮食生产工作，确保大旱之年粮食少减产、不减产，实现

抗旱夺丰收的目标。在样板实施中，我主要负责各类示范样板实施方

案及技术要点的撰写并参与实施，通过样板的实施，确保大旱之年粮

食少减产、不减产，实现抗旱夺丰收的目标。 

5、参与完成全乡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为了有效的防控水稻

病虫害发生，本站在县植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认真的开展水稻病虫



害测报及群防群治工作。在工作中，我主要负责农药的选定、配制、

采集及报账花名册的制作与收集，确保了整个防治过程能有效、及时

的开展。结合旧城属双季稻区的实际，积极整合各部门资金 10 余万元，

在全乡范围内共计开展水稻病虫害普防7 次，防治面积6000 多亩，在

防治过程中做到“统一药剂类型、统一时间防治”两统一。 

6、狠抓冬季农业开发，结合全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及本乡产业结

构调整的实际，在县农技推广所的帮助下，本人负责在新街村老坝沃

举办县级无公害蔬菜样板 200 亩，品种主要以苦瓜为主，目前样板正

在实施中，且苦瓜长势良好。 

7、加大农业政策、农业信息的宣传力度，全年共发布各类农业信

息 50 余条，数字乡村信息 100 多条，完成数据报表更新 77 份，旧城

乡新农村建设信息网的网页采集与更新，上传各类图片 200 多张，并

在保山报、施甸通讯等刊物上发表农业信息 6 条。 

8、协助完成 20xx 年蚕桑、茶叶两项工作任务。完成新植桑园建

设 800.8 亩,其中地膜覆盖栽培 643.1 亩;完成新建蚕房 1791.3m2, 改造

蚕房 56.5m2; 全年共计养蚕 292 张，交售鲜茧 7852.97 公斤，实现产

值 195764.52 元,超额完成县上下达 150 张的养殖任务,超 94.6% 。在

蚕桑工作中，我主要负责蚕种的订购、蚕药蚕具的组织与发放;完成新

植茶园 77 亩，补植 33 亩，全年产茶 18.05 吨,实现产值 10 万余元。 

9、积极参加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土样采集，在该项工作中，我主

要负责土样信息的录入，各种表册的填报。 

10、认真做好本单位财务工作，作为本单位的报账员，用好本单

位的每一分钱是我应尽的责任，我积极配合上级财务部门，做到不该

用的地方不用，不该吃的不吃，心无杂念，眼不馋，明明白白做事，

清清楚楚做人。 

基层工作，千丝万缕、千头万绪，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尽管有了

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比如有创造性的工

作思路还不是很多，个别工作做的还不够完善，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

作中加以改进。在新的一年里，我将认真学习各项政策，努力使思想

觉悟和工作效率全面进入一个新水平，为旧城乡的农业生产发展做出



更大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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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在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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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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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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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 年，为贯彻落实中央 1号文件、国务院 32 号文件及自治区、

地区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在地区农业局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以

服务“三农”的宗旨意识，积极履行职能，以“科技兴农”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为目的，以优质、高效的农业技术为手段，充分发挥

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撑作用认真落实年初计划和工作目标。通

过一年的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 

一、粮食安全生产工作 

为强化我区粮食安全生产，切实抓好小麦生产工作，我中心及各

县站及时成立技术服务组，采取从播种到田间管理，技术员实施全程

跟踪技术服务，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小麦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

实施方案，与各乡签订了小麦生产目标管理。技术人员服务期间积极

宣传粮食安全生产的政策和意义，鼓励农户种植小麦的同时，对各县



(市)乡村农民进行农药封闭、拌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培训，共授课

32 场、600 多人次。全区完成小麦种植面积 32.95 万亩，主要品种有

新春 11、17、23 号、巴春 6 号等。 

二、重点农技推广项目指导计划的安排、落实 

结合本地区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了《阿勒泰地区 20xx 年

农技重点推广项目指导计划》，农技重点推广项目共安排了三大类二

十四项，计划推广面积 334 万亩次。年初将推广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

各县(市)，并与“科技入户”有机结合，技术人员因地制宜根据各乡村

地质条件制定实施方案，提供配套技术服务，在年中进行了督促检查

和验收评比。全区完成推广面积 407.55 万亩次，完成计划的 122% 。 

三、“科技入户工程”的组织实施 

围绕种植业结构调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科技推广机制创新，

组织实施1500 户科技示范户，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办法和工作实施方案。

为使农业科技真正进村入户落到实处，各县站与农技人员签订了责任

书，驻村蹲点进行科技示范，从备耕生产到作物收获，技术人员进行

全程跟踪技术指导，为农民提供最新农业技术信息，推荐新技术、新

成果，开展科技培训。为更好地突出科技示范的作用，要求各县(市)各

安排 3 个重点示范村和 20 个重点示范户。各县结合当地的农业生产规

模，大力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以设施农业、名优特色作物为切入点，

结合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技术人员再根据示范户的土地条件

因地制宜地制定技术服务方案，建立种植档案。争取先进实用技术入

户率达到 100% 以上，农业综合成本降低 15% 以上。全区已落实科技

示范户 1785 户，其中，重点示范户 140 户。 

四、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及试验示范工作 

今年，根据我区农业生产实际，重点围绕特色作物、设施农业，

加大了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力度。在新品种试验示范方面，

以优质、专用、特色作物为重点，在新技术试验方面，以高产、节本

技术等为重点。继续以地区农技试验推广站和各县站试验地为基地，

积极做好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合我地气候

条件和生产实际的新品种、新技术进行示范、推广。全区共引进作物



新品种、新肥料、新农药试验 255 个，较好地完成了新品种引进及试

验田的前期管理工作，目前正处在田管阶段，各试验品种长势良好。

较为突出的、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和潜力的有南瓜系列：籽用、无籽、

无壳南瓜;蔬菜类：红、甜、彩色辣椒、白壳葫芦、线椒;饲草类：新饲

13 号青贮玉米、健宝牧草，以及半无叶豌豆草原 276 等。通过新品种

引进、试验，加大新技术贮备，为进一步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奠定了基

础。 

建立中草药标准化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目前已栽培试验中草药材

及香料作物有薰衣草、留兰香、德国母菊、月苋草等 4 个品种。 

同时继续加强与山西中北大学就向日葵综合利用项目展开合作，

促进农副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促进我

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五、农作物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工作 

根据 20xx 年病虫调查发生情况及 20xx 年的气象预测，认真做好

20xx 年病虫草害趋势预报并及时发布。在适时做好重大病虫害监测的

同时，及时发布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并根据发生动态和调查情

况提出防治措施，全年共发病虫情报 102 期，其中长期预报 8 期，电

视预报 19 期。 

自 5 月以来，我区大部分县(市)天气干旱，造成病虫害发生比往年

偏早，由于气候原因我区草地螟发生比历年早 15-20 天，主要发生在

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富蕴县、福海县及青河县，发生面积 23.7 万亩，

防治面积 8.5万亩。为加强我区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在吉木乃县、

哈巴河县和阿勒泰市建立一条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检测阻截线，重点

阻截马铃薯金线虫、玉米切根叶甲、黄瓜绿斑驳病毒、辣椒实蝇等重

大国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阿勒泰市、福海县设立马铃薯甲虫疫情检测

点，阻止马铃薯甲虫疫情蔓延，并在阿勒泰市建立马铃薯甲虫防控示

范区一个，示范区面积 20xx 亩，辐射区面积达 10000 亩，以保障我

区农业生产的安全发展。 

六、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今年在全区安排测土配方施肥任务 20 万亩，年初将任务层层分解



落实到各县(市)，并组织好宣传培训、技术指导工作，全区完成 72.5

万亩。截止目前已化验样品 1425 个，8500 余项次，其中包括土、肥

料、水、植株样四大块。同时指导项目县认真做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

的实施工作。今年，我区共有五个县承担了国家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

目，其中新建项目县三个(阿勒泰市、布尔津县、青河县)，续建项目县

两个(哈巴河县、富蕴县)。针对各县农技站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特点我中

心分别成立了三个项目技术专家组，并制定了详尽的。新建项目县工

作在三个专家组的指导下，从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到测土配方基础数

据试验(3414 田间试验、较正对比示范试验)的规划、布点、实施，以

及前期宣传培训等，九月底依照自治区土肥站委托对项目县进行地级

验收。 

七、农业技术服务及科技培训情况 

结合农业生产实际,本着服务与农业、农村和农牧民的宗旨,中心成

立了 7 个农业科技服务组,共 14 人,其中:农业推广研究员 2 人,高级农艺

师 4 人,农艺师 8 人。各县(市)也相应成立了技术服务组,在春耕生产、

农作物生长等关键时期定期不定期的下乡村进行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的同时，通过现场技术咨询、指导、科技资料发放、专题技术培训、

技术讲座等方式，积极向我区农民普及科技知识，根据我区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和发展特色农业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宣传农业标准化等相关

知识，使培训工作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共开展科技培训 399 期，培

训农牧民 7 万余人次，发放科普资料 3 万余份。 

八、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20xx 年 12 月，经地区编委批准，我中心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验检测站”，今年 3 月配备了工作人员、明确工作任务、制定了

相关工作职责，并及时与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业务对接。前期着重对

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通过信息、报纸进行大力宣传，以提高广大群众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识。并开展农资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培训人员

达百余人。4 月 8 日-16 日，对我区六县一市及北屯镇的农药经营户进

行检查，并对六县一市的大棚蔬菜和外地进入我区的蔬菜进行了农药

残留检测。针对检查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建议，安排专人负



责，加强监管力度。中心研究并制定《无公害主要蔬菜品种种植技术

规程》，同时，大力推广无公害农产品及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组织

《阿勒泰地区农业地方标准——无公害种植业栽培技术规程》的实施

推广，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我中心承担的《无公害食品食葵病

虫害防治技术规程》、《无公害食品打瓜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等 14

项《自治区地方标准》，通过自治区、地区两级农业部门专家审定，

于今年3 月 1 日发布实施。 

九、积极申报项目，依托项目资金，大力开展农技推广工作 

中心承担实施《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和《打瓜

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超额完成项目合同预期的目标，项目实

施规范，两项目全部通过地区科技局的验收。 

农技员个人工作总结 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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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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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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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 20xx 年国家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到现在已有 8 年了，20xx

年冬通过培训学习，丰富了自己的科学知识。并被聘请为 20xx 年科技

入户技术指导员。我深感荣幸。并感到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 

我所负责的示范户是在西牛镇星村和中星村共有 10 户。指导的产

业是杂交水稻。根据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我制订了自己的入户方法。

首先是科技培训，除了对全镇 113 户种养能手统一培训以外，还入村

入组集中培训，在培训中发放并指导填写了示范户手册。同时填写好

了技术员手册。其次是及时入户指导，让示范户明白科技入户的目的

和在农业生产中所起到的作用。我把入户时间安排在早、午、晚。这

样不会耽误示范户干农活，还可以做到提前进行指导。从春播到秋收，

根据具体情况做好入户安排，做好与示范户的衔接。不但要指导好示

范户科学种田，还要带动周边农户。改变以往的粗放经营。通过入户

指导，农民才知道要想高产、高效，首先就是要有优良的杂交种子，

然后必须狠抓病虫害防治及大田管理。 

本人通过几次的技术指导员培训和入户工作，明白了一个道理，

科技示范户指导员的责任是传播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并把生产中存

在的问题和农户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解决的及时解

决，不能解决的反映到专家组来解决。做好与示范户的沟通。有了我

对科技入户这项工作的充分认识，我今后的工作方向是，益于农民，

以农民为重，使农民真正都富裕起来。使科技入户工作做得更好，充

分发挥技术指导员应有的作用，农业工作是一项比较辛苦的工作，这

对于刚从事农业工作或已从事多年的人都深有体会，本人从事农村农



辣”深有体会，那么怎么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农业技术员呢?以下谈谈

要成为一名合格技术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一流的态度：态度是决定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习惯，作用于

你的行为，只有想立足于农业事业，坚信要在农业推广工作中成就一

番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做得更好，否则，请别轻易进

入农业工作这一领域。态度包含以下几方面：1、责任：责任是每位有

高级思想的动物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既然从事这一工作，对于一种

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我们有责任推广好，让农民能够接受，能

够应用，这就是我们作为一名普通农业技术员来说，应该负的责任。2、

自信：自信的人最美，自信可以帮助你在困境中逆流而上，自信让你

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自信能提升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使你的

一举一动都充满“引力”牵引群众的眼神，自信在农业工作中的重要

性可想而知，缺乏自信的人很难把农业工作做好。3、勤奋：都说勤能

补拙，这个道理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成立，农业工作本身就是个苦差，

千万别想每天什么事都不做浑浑噩噩过日子。4、思考：思考是人类的

本能，农业技术员要学会思考，懂得思考，要在思考中总结经验，农

业技术推广工作中必定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学会思考，

学会总结和自我反省，才能不断进步，提高自我价值。 

二、一流的技术：作为一名技术员，想要把工作做好、做细，我

们必须每天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从各方面提高自身业务知识，

农业技术推广从直观上简单来讲目的是做什么?当然就是把新技术、新

品种、新经验推广出去，让农民群众接受。农业知识是你对你所要推

广的新技术、新品种的了解程度，试问自己对自己所要推广的新技术、

新品种都不了解，农民群众要求你讲讲新技术、新品种的优点，技术

员一问三不知，农民群众怎么放心接受你的新技术，接受你的新品种。 

三、一流的个人修养：农业推广过程，就是你个人展现人格魅力，

自我推销的过程，对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农民群众需要经过一个

过程，一年的庄稼，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就是一切，他们都不敢冒

险，而你所推广的新技术、新品种，农民群众为什么要接受?那就要看



受你推广的新技术、新品种。所以一名合格的农业技术员就要有很好

的个人修养。 

 篇 5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在一年里，我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努力

提高理论知识和业务工作水平。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认真完成上级

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在上级各部门领导及同事们的关心、支持

和帮助下，思想、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现将本年度的

工作总结如下： 

一、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我重视加强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在工作中，坚持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水平。一是结合全市开展“三查三看”

教育活动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查找不足，从思想上、

学习上、工作上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二是认真学习工作业务知

识，重点学习水稻病虫害的预测预报、节水抗旱技术的推广应用、无

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及农业信息的采编与发布。在上做到在重点中找重

点，抓住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各项工作能力;

三是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利用闲余时间，选择性

地开展学习，学习了《种子法》、《农业法》、《农药管理条例》等，

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 

二、努力工作，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圆满完成 20xx-20xx 年度的科技入户工作。20xx 年，是施甸

县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的第一年，我有幸成

为了该项目的玉米产业技术指导员。一年来，本着提高农民科技文化

素质，提升我乡粮食生产能力的指导思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较好的

完成了预定目标。我负责的科技入户项目涉及新街村后寨村民小组 10

户农户，玉米种植面积 49 亩，辐射带动周边 6 个村的 200 户 808 亩

的玉米种植。通过测产，10 户科技示范户中，最高单产为 694.43kg/

亩，最低单产为 610.22kg/ 亩，10 户平均单产为 660.46kg/ 亩，较去

年的平均单产 550.44kg/ 亩增 110.02kg/ 亩，增 19.9% ，超指标任务



9.9%;辐射带动周边 200 户 808 亩的玉米平均单产 473.23kg/ 亩，

较前三年的平均单产 430.16kg/ 亩增 43.07kg/ 亩，增 10.01% ，超指

标任务的 5.01% 。并获得了年终考核优秀奖。 

2、应对旱情，积极投身入抗旱工作中。20xx 至 20xx 年，百年不

遇的旱灾给旧城乡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作为农技推广部门，

摸清受灾底数，着力抓好春耕备耕工作，推广抗旱技术措施，成为我

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抗旱工作中，我主要负责旱情的收集与整理，

及时向上级各部门汇报旱情、农情，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及时开展

抗旱自救工作，并参与组织农资的协调，确保了大春生产物资需求，

为“小春损失大春补”夯实基础，确保了旱灾损失降到最低。 

3、狠抓粮食直补惠农政策的落实。今年，共实施了种粮农民综合

直补、水稻、玉米、小麦良种补贴以及县委 8 号文件中落实五项科技

增粮措施补贴等惠农政策。为切实贯彻各项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

积极性，我主要配合财政部门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配合研究、拟定

了实施，认真搞好了粮食直补工作协调和部署;二是充分利用各种传媒

手段，狠抓了直补惠农政策的宣传工作，让直补政策做到家喻户晓。

三是严格工作程序，并翻印了有关表格 3000 余份，切实服务和指导各

村委会搞好直补工作申报登记、张榜公示，认真搞好统计复核等基础

性工作。四是及时、足额配合做好直补资金的兑付工作，让种粮农民

真正得到政策实惠。协助财政所完成种粮农民综合直补 1612808.57

元,玉米、小麦等粮种补助 461195 元,涉及 67 个村民小组 3300 农户;

发放五项科技增粮措施补助 673924.5 元(其中:),涉及 8 个村委会 77 个

村民小组3238 户农户;发放蚕桑地膜补助 25724.00 元，涉及3 个村民

小组 317 户农户。 

4、以项目为依托，切实抓好试验、示范工作。为了切实抓好

20xx 年大春粮食生产工作，确保大旱之年粮食少减产、不减产，实现

抗旱夺丰收的目标。在样板实施中，我主要负责各类示范样板实施方

案及技术要点的撰写并参与实施，通过样板的实施，确保大旱之年粮

食少减产、不减产，实现抗旱夺丰收的目标。 

5、参与完成全乡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为了有效的防控水稻



害测报及群防群治工作。在工作中，我主要负责农药的选定、配制、

采集及报账花名册的制作与收集，确保了整个防治过程能有效、及时

的开展。结合旧城属双季稻区的实际，积极整合各部门资金 10 余万元，

在全乡范围内共计开展水稻病虫害普防7 次，防治面积6000 多亩，在

防治过程中做到“统一药剂类型、统一时间防治”两统一。 

6、狠抓冬季农业开发，结合全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及本乡产业结

构调整的实际，在县农技推广所的帮助下，本人负责在新街村老坝沃

举办县级无公害蔬菜样板 200 亩，品种主要以苦瓜为主，目前样板正

在实施中，且苦瓜长势良好。 

7、加大农业政策、农业信息的宣传力度，全年共发布各类农业信

息 50 余条，数字乡村信息 100 多条，完成数据报表更新 77 份，旧城

乡新农村建设信息网的网页采集与更新，上传各类图片 200 多张，并

在保山报、施甸通讯等刊物上发表农业信息 6 条。 

8、协助完成 20xx 年蚕桑、茶叶两项工作任务。完成新植桑园建

设 800.8 亩,其中地膜覆盖栽培 643.1 亩;完成新建蚕房 1791.3m2, 改造

蚕房 56.5m2; 全年共计养蚕 292 张，交售鲜茧 7852.97 公斤，实现产

值 195764.52 元,超额完成县上下达 150 张的养殖任务,超 94.6% 。在

蚕桑工作中，我主要负责蚕种的订购、蚕药蚕具的组织与发放;完成新

植茶园 77 亩，补植 33 亩，全年产茶 18.05 吨,实现产值 10 万余元。 

9、积极参加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土样采集，在该项工作中，我主

要负责土样信息的录入，各种表册的填报。 

10、认真做好本单位财务工作，作为本单位的报账员，用好本单

位的每一分钱是我应尽的责任，我积极配合上级财务部门，做到不该

用的地方不用，不该吃的不吃，心无杂念，眼不馋，明明白白做事，

清清楚楚做人。 

基层工作，千丝万缕、千头万绪，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尽管有了

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比如有创造性的工

作思路还不是很多，个别工作做的还不够完善，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

作中加以改进。在新的一年里，我将认真学习各项政策规章制度，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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