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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幅员面积

6.04 万平方公里，辖 17 个县（市）。全州总人口

448.4万人，其中彝族人口208.29万人，占总人口的

46.45%，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州土地资源广阔，光热资源优越，降水丰

沛，立体气候显著，气候类型多样，但由于地处边

远，多年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农民素质偏底，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体系差，农

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相当突出的困难和问

题。2007年人均收入仅3187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60元，有近80万农村人口处于绝对和相对贫困状

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1︰1。特别是二半山区

和高山地区，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仍然处于传统的一

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

全州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

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79.98％，初中

文化程度占 13.6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6.37％，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

1％。特别是由于彝族聚集区，独特的民族语言和

文化，在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先进方面存在较大的沟

通障碍，尤其是省、州级农业专家和农业推广人员

直接面对农户时，存在较大的语言障碍，影响了先

进生产技术与农业生产的对接。

全州17个县（市）、610个乡镇，现有县级农技人

员 1780 人，乡镇农技推广人员仅有 836 人，全州

1780名农业技术人员，平均分摊每个乡仅有3人，每

个农技人员的服务农田面积近266公顷，服务半径

达15公里。由于推广资金短缺，基层技术推广人员

少、服务半径大，农技推广难以满足农民对农业科

技知识的需求。

因此，在凉山州、尤其是在彝族聚居县，怎样利

用现有人力、财力构建一种新型的农技服务推广体

系，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凉山农业部门亟需解决

的重点课题。为此，本文对现阶段民族地区农技推

广进行以下研究和探讨。

1 农业科技入户在昭觉县和普格县的试点
2007~2008年，凉山州农业部门分别在昭觉、普

格两县组织实施部、省级农业科技入户试点工程项

目。

1.1 农业科技入户的具体做法

筛选农业科技示范户，组建农业技术指导员队

伍，以科技示范户能力建设为核心，以推动主导品

种、主推技术和实施主体培训为关键措施，组织科

技人员“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授生产技能，建立科

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

接到人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长效机制，提高农业科

技成果的入户率和到位率。

1.2 两县科技入户试点取得的成效

1.2.1 昭觉县海拔 2150米，辖47个乡镇，总人口23.5

万人，农业人口21.2万人，其中彝族占99％，是国家

级少数民族贫困县。昭觉县有县、乡农技人员76人

（其中有彝族农技人员54人）。马铃薯常年春播面

积达1万公顷，总产量达22~38万吨以上。昭觉县

试点项目区进行马铃薯高产创建，共建设示范户

1000户，种植马铃薯 460公顷。示范户平均每公顷

产32325公斤，普通农户平均每公顷产量28425公

斤,示范户比普通户平均每公顷增产3900公斤，增

13.7％；示范户平均每公顷较前三年平均每公顷产

29325公斤，每公顷增产3000公斤，增10％。

1.2.2 普格县：海拔 1380 米，辖 34 个乡镇，总人口

14.42 万人，农业人口 13.39 万人，其中彝族占

75.8％，是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普格县有县乡

农技人员51人，其中彝族农技人员（或懂彝族语言

的15人）。普格县试点项目区同样进行马铃薯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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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共建设示范户 1000 户，种植马铃薯 410 公

顷。示范户平均每公顷产30435公斤，普通农户平

均每公顷产22767公斤；示范户比普通户平均每公

顷增产7668公斤，增 33.7％；示范户平均每公顷产

量较前三年平均每公顷产26077公斤，每公顷增产

4827公斤，增17.99％。

2 科技入户试点工程项目在昭觉、普格两个
彝族聚居县实施得到的重要启示

两年实施试点工程项目的结果表明，农业科技

入户在凉山彝族地区推广成效显著，具有可操作性

和可复制推广性。同时给我们带来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在相对贫困、落后的民族地区，农业科技

入户仍然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农技

推广的有效模式。

第二、在基层农技人员相对短缺的地区，集中

优势力量，项目突破带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这符合民族地区农

业发展实际。

第三、着力培养一批爱土爱乡、留得住、技术强

的本民族的科技示范户、生产技术能手，使他们成

为基层农技推广的生力军，才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技

人员严重不足的关键所在。

3 农业科技入户实践对构建凉山州新型农业
科技推广体系的指导作用分析

笔者通过对昭觉、普格两县农业科技入户实施

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了几个突出点：（1）两个试点

县的实施情况充分显示了示范户的带动作用。示

范户在农技推广中真正起到了“点燃一盏灯，照亮

一大片”的非常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2）由于示范

户来自于本乡本土，与其他农户生活、劳动在一起，

对彝族农户的指导更加贴近。通过合理选择重点

培训农业科技示范户，客观上起到了培养壮大本民

族农业科技骨干的作用，从而解决了汉族农技人员

与彝族农户的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在对农业科技示

范户采取直接补贴等方式重点扶持的过程中，实现

良种、技术、农技、信息“四到户”从而提高科技示范

户的学习转化能力、辐射带动能力、自我发展能

力。比如，昭觉现有1000户科技示范户，相当于培

养了近1000名村级农技推广人员，普格县树立500

个科技示范户，相当于培养了500名村级农技推广

人员，从笔者试点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3）实施科

技入户，农技指导员负责科技示范户的入户指导、

上门服务、电话咨询及信息服务工作，实行技术指

导员包户制，从而与农户建立稳定而长期的联系，

增进了与农民群众感情，增强了为农服务的意识，

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技术水平。（4）省、州专家

深入生产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科技培训实现了先进

科技与农民的零距离的对接，同时通过入户，农业

专家收集到农业生产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根据生

产实际不断改进和探索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技

术的集成与创新。

4 凉山民族地区农技推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农业发展的第一

推动力，农户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

承担着接收和应用农业科技的社会职能，多年以

来，凉山州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科技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后

劲不足，农产品竞争力不强仍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突

出问题，科技转化能力薄弱，农业科技进村入户难

度大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新品种、新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

凸现，构建新的农技推广模式具有更加突出的战略

意义。同时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对粮食

安全的高度重视，对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大力支

持，对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扶持是科技入户农技推广

方式产生的条件，是构建新型农技推广体系的有利

条件和重要机遇。

昭觉、普格两县科技入户的实践给创新农技推

广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可以借鉴的样板；同时

从 2007年起笔者也在全州范围内逐步推广农业科

技入户工程，每年在全州范围内确立农业科技示范

户1万户，每户辐射带动周围20户农户，使先进的

实用技术入户率达 100%，优良品种的覆盖率达

90%，辐射带动户的到户率和到位率达80%。目前

全州的农业科技入户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积

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5 建立符合凉山民族地区实际的新型农技推
广体系的创新构想

根据凉山州农技推广队伍的现状，仅依靠现有

的县乡两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农业

生产持续协调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因此笔者大

胆构想凉山州新型农技推广体系的构成应为：（1）

现有县、乡、村三级农技人员；（2）更重要的是将示

范户纳入其中使之不仅成为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

应用者，同时充分发挥其村级农业技术推广者的重

要作用，通过不断建设农业科技示范户使农技推广

队伍不断壮大；（3）通过农业科技推广项目与科技

入户项目的紧密结合，整合科研、教学等方面的高

端农业科技资源，动态地将各级农业专家纳入凉山

州农技推广体系起到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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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建凉山民族地区新型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议
6.1 把农业科技入户作为推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

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凉山是农业大州，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

技推广与教育培训，农民掌握和应用的农业科技能

力直接关系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直接

关系到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方

面面，务必高度重视，在全州范围内扎实推进农业

科技入户工作。

6.2 不断加强对农业科技入户工作的支持力度

6.2.1 农业科技入户中的科技培训、示范户建设、良

种良法的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资金支持。仅

靠国家的项目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农业科技示范户

建设比大量增加县乡两级农技推广人员所需的经

费更少、效率更高、作用更好更直接。

6.2.2 各级政府要解决好县乡两级基层公益性农业

技术推广人员的生活福利待遇，调动他们作为农业

技术指导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要不断改善其

工作条件，努力完善技术推广设施和技术装备，推

动农业技术推广设施设备不断升级更新，不断增强

和提高技术推广手段和服务能力，使其充分发挥专

业农业技术人员在农技推广网络中承上启下及解

决较复杂技术问题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6.2.3 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科技示范户在农业科技推

广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制定相应扶持政策，给予

一定的补贴，提高他们对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素质高、技术好、成绩突出的可纳入乡、村

农技人员管理的范畴，享受相应待遇。

6.3 加强对县乡两级农技人员的知识更新

鼓励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业务

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整体素

质，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水平。着力培训农业科技示

范户，提高他们的“三种”能力(学习接收能力、辐射

带动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为确保粮食安全，发展优

势特色效益农业，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加快现代

农业推进步伐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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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extension system in Liangshan minority areas，
combining with the departmental and provincial technical-home pilot project in two Yi lived areas，an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carrying ou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home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throughout the state，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new ideas to buil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farmers as
the new force for new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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