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大全6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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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示范户的服务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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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必须的种植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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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综合思考，
选取了以马军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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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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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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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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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农户精心选取优质早熟大蒜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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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系户持续电话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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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篇二

为改革创新与建设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率，增强农民吸纳应用科技能力,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
统一部署和本单位的具体安排。

创新高效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模式，探索高效农业推广新机
制。依托农民实用知识和实用技术培训工程，采用传统方法
与现代手段相结合，开展对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同时我直接
面对示户，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实用技术指导，增强示范户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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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直接送科技入户，增加了我直接入田头，进入生产第一
线的时间和机会，使我更能深入浅出地了解当前高效农业生
产状况和农民需求，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又可以通
过对“三农”工作的调查研究，查找问题，研究对策，为领
导决策当好参谋。

科技入户接近了我们农技人员与农户之间的距离，同志式的
农技推广使农户更易于接受，乐于接受。通过开展宣传、培
训、田头指导、科技咨询等科技入户方式，既为广大农民树
立了绿色农产品的生产经营理念，又为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科技入户促进了农业科技工作的开展。在农技人员入户的同
时，我也把农业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工作直接带到农户中，试
验与应用相结合，让农户也直接参与到农业新技术试验中，
听取农户意见，采纳农户建议，使农业新技术更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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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有效的开展科技指导工作，同时
做好工作总结，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努力，让农民
群众切实提高对科技知识的利用率，为农民增产增收做出自
己的贡献。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篇三

一、工作基本情况

创新高效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模式，探索高效农业推广新机
制。依托农民实用知识和实用技术培训工程，采用传统方法
与现代手段相结合，开展对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同时我直接
面对示户，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实用技术指导，增强示范户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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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成效

通过直接送科技入户，增加了我直接入田头，进入生产第一
线的时间和机会，使我更能深入浅出地了解当前高效农业生
产状况和农民需求，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又可以通
过对“三农”工作的调查研究，查找问题，研究对策，为领
导决策当好参谋。



科技入户接近了我们农技人员与农户之间的距离，同志式的
农技推广使农户更易于接受，乐于接受。通过开展宣传、培
训、田头指导、科技咨询等科技入户方式，既为广大农民树
立了绿色农产品的生产经营理念，又为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科技入户促进了农业科技工作的开展。在农技人员入户的同
时，我也把农业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工作直接带到农户中，试
验与应用相结合，让农户也直接参与到农业新技术试验中，
听取农户意见，采纳农户建议，使农业新技术更具实用性。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有效的开展科技指导工作，同时
做好工作总结，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努力，让农民
群众切实提高对科技知识的利用率，为农民增产增收做出自
己的贡献。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篇四

今年以来，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从农机部门
业务特点及实际情况出发，扎实认真地开展了农机科技培训
工作，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收到了明显成效。现将有关情
况总结如下。

我们把农机科技培训作为正在实施的农机作业标准化工程和
农机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的具体措施和当前业务工作重点，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由丁显涛副主任为组长，推广站、
农机校、机务科负责人参与的农机科技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农机科技培训工作的组织协调，定期联系包联镇村，及
时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科技培训工
作实施意见，安排一辆专车保证工作需要，选派x名业务能力
强、具有一定语言表达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为科技培训工作
骨干。结合业务工作进展情况，确定以农机作业标准和农机
化新技术推广为重点内容，做到了科技培训工作领导、人员、
内容、措施四落实，为搞好科技培训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提供了组织保证。

耕备播，开展农机化服务，指导农机户搞好机具检修调试，
帮助他们解决作业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三是举办技术培
训班。充分发挥农机化学校的主渠道作用和技术优势，采
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有计划地抓好农机使用技术
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农机人员的科技素质，为下一步实
施农机化两大创新示范工程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已举办农
机绿色证书培训班x期，培训学员xxx名；举办驾驶员培训
班xx期，培训学员xxx名。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篇五

自参加农技推行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技术指点员工作
以来，我感到非常光荣的'同时，也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两年
多来，我始终把提高农民科学种植水平、农民延续增收，农
业增效作为检测我工作成绩的标准，把推动我县农业现代化
建设，让农民尽快致富奔小康作为工作的目标，在师宗县农
业局的正确指点下，依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
极推行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提升农民学种田水平，做好农
村科技培训和公益性技术指点工作，负责竹基镇上补召村10
户示范户的玉米产业指点工作。通过近1年来的工作，我深深
的体会到技术推行人员是改变农民生产行动的增进者，是农
业技术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只有将新政策、新知识、新技术、
新信息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才能完
全的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和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地提高。解决
农民最需要的技术问题，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较
美满地完成了技术指点工作。现谈几点工作体会。

项目的实行是党中央惠民政策的具体体现，进1步和谐了干群
关系。对示范户进行物化补贴和技术培训，密切了政府农业
部门与农民朋友的关系，农业技术指点员深入农户田间指点
农民运用新技术，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行中心代表党和政府
联系农民大众的桥梁作用，和谐了干群关系，党群面貌焕然1



新。1是切实摸清10个科技示范户的基本情况，和示范户全面
对接工作，掌握科技示范户的人口、劳力、耕地面积、生产
状态等，为10个科技示范户建立科技档案，每户1本《科技示
范户手册》。2是逐户访问科技示范户，宣扬项目内容，了解
示范户需求，展开现场技术服务，解决示范户生产中的技术
问题。3是积极主动联系大众，与科技示范户保持联系，及时
了解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有效加以解决。如
在示范户陈所金带领下玉米采取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将原种
密度提高10%⑴5%，但是由于充分利用边际功效和改变田间吝
啬候，改良田间透风透光条件，玉米长势非常好，产量大幅
度提高。

科技入户工程明确了农技人员工作职责和目标要求，农技人
员公益性职能充分得到了发挥，学有所用，增加了农技人员
学农、爱农、为农服务的自豪感，强化了广大农技人员立足
本职，加强学习，更好地服务农民的意识。同时，通过项目
实行，建立了农技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学习制度，强化了监
管，有效保证了农技人员入户工作时间和效力，农技人员工
作得到了进1步的肯定，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好转。加强政治业
务学习，不断提高本身素质。积极参加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
和活动，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
和机会，抓紧时间进行业务学习，有效地增进了本身素质的
提高。进1步改良工作风格，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基层，心系
大众，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扎实弄好农村服务工
作。本人秉着用感恩心做人，用责任心做事的原则，在以后
的工作中进1步做到良种良策为大众办实事、技术要领为大众
解难事、科学运筹为大众做好事。有1个苏醒而深入的认识。
被大众说不如主动去听说，应当常常下村访问，深入到农业
生产1线，真正做到人到、心到、责任到、问困难、问需求、
问发展、送信心、送点子、送技术，积极宣扬和教育大众，
带领大家科技致富。

作为技术指点员不但要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还要能说会
干，把理论知识和技术转变到农民1听就懂，1看就会的实用



技术。在培训中要重点捉住农民在生产中1些不科学的操作环
节和粗放管理、陈腐漏习展开针对性讲授，通过举行培训5次、
发放技术资料200余份、提供实物图片20份等情势使农民在品
种选用、科学施肥、精细管理上更加科学公道，从而提高种
植技术和科技意识。

特别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科技示范户成了政策宣扬员；
农村环境综合环境治理标兵；除陋习树新风带头人；更是应
用新技术致富能人，是全部农村生产、生活的中坚气力。本
人根据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做物长
势，记录详细资料，并作认真科学的分析，有的放矢手把手
指点农户，用简单、朴实的语言讲授生产中技术困难，让农
民1听就懂，1学就会。

良种良法得到普及，农业科技人员服务观念不断更新。实行
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实行技术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
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入户进程中，采取手把手、
面对面的技术指点方法，指点示范户利用主导品种、主推技
术，做到关键环节主动入户，突发事件及时入户，技术咨询
随时入户，使示范户心悦诚服。办好示范样版非常重要，从
前期的技术方案的制定到品种的选择，公道配方施肥的利用
和生产进程中的每环节的配套管理都严格依照优良、高产、
高效、安全、环保的操作规程，使他们乐于接受新技术，新
方法并相互增进相互带动，构成学科学、用科学、用科技、
促推行、带全面、增效益的良好氛围。为肯定基层农技推行
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的工作成效，依照项目要求和省
农业厅科教处的部署，落实《农技推行示范县玉米测产方
案》，10月12日20日师宗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对竹基、丹凤镇、
彩云镇等几个乡镇的示范户的玉米进行了测产，按标准规程
对所抽田块进行测产。于10月19日，在师宗竹基镇上补召村
的测产情况：经过2天地实地实际测产统计：对示范户顾永进
种植的亩玉米田随机取样3个点，实际收获面积亩进行穗立称
重其产量为1260千克，按50%的水份折扣方式计算亩产达615
千克。陈所金家的亩责任地里种植的玉米，采取了宽窄行条



播，大行距1米小行米，株距米，密度亩植3860株。施足底肥，
中后期加强中耕管理、水肥管理等措施的实行，亩产量在650
千克，同比去年多密植了300株，产量多出170千克。数据结
果表明该示范户今年玉米的产量明显高于去年，为玉米丰产
奠定了坚实基础，起到了明显示范带动作用。

两年来，通过不懈的努力，农民的思想意识得到较大的转变，
科技种植水平不断提高，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作为科
技指员，不但在实践中得到了煅炼和提高，增强了自己的业
务技能，同时能够让农民把科学技术利用于生产当中，让农
民能增产增收。作为1名技术指点员，当看到示范户利用技术
的标准和示范作用不断提高，会到格外欣慰，我将不断增强
本身素质，积极其科技示范户献计献策，加强技术指点与服
务，引领农民依托科技致富，为农业技术推广献出自己的1份
气力。当农民朋友脸上映出丰收的喜悦之情时就是我们科技
指点员价值的真正体现，我们辛苦与快乐并存，为发展现代
农业，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做出艰苦努力我无怨无悔，
为我们的青春能有这样1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喝彩。

农业技术人员工作总结标题篇六

(一)加强学习。积极参加师宗县农业局组织的农业技术指导
员培训，系统全面地学习了玉米栽培管理技术和病虫害综合
防治技术，提高专业理论知识，增强自己指导的深度和广度。
平时注意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水平，多搜集相关专业技术资
料，促进知识积累。

(二)制定计划。我通过走访玉米科技示范户和当地农户，了
解乡的玉米生产情况以及种植习惯，根据玉米示范户的需要
和农业局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年度工作计划。通
过工作计划的制定，进一步确立指导思想，明确工作目标，
落实工作措施。为全面更好的做好技术指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搞好培训。在示范区采用与会代训、田间现场观摩等形



式对10户示范户进行培训，共培训5次，培训100余人(次)，
印发各种技术资料100份。该项工作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辐射带动了周围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

1、主导品种：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条件，选用高产、抗病、优
质玉米品种五谷3861、五谷1790、路单8号、路单3号作为重
点示范品种。

2、主推技术：采用良种良法配套，在玉米科技示范户中主要
推广宽窄行规范化种植技术、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测土配方
施肥及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种植规格为宽窄行种植，
宽行85cm，窄行45cm，塘距50cm，出苗后每塘留双株，密
度4100株。采用人工打塘种植，做到种植规范化，每塘播种3
粒种子，出苗后每塘留双株。

3、组织实施：今年我指导的10户示范户共进行了35亩玉米科
技示范，5月3-5日播种，5月11-14日出苗，5月28-30日追施
尿素并进行地膜覆盖。

4、加强管理：中后期加强技术指导，做好中耕锄草及病虫害
的预测预报与防治。今年总体雨水调匀，仅6月上中旬出现干
旱，从6月下旬至玉米收获雨水都较充沛，有利于玉米生长发
育。6月下旬—7月初，县大面积发生粘虫危害，县农业局及
时发放“敌杀死”等农药给科技示范户，并组织农户进行喷
雾防治，把粘虫控制在3龄内，降低了损失，为玉米示范样板
的丰收创造了条件。

5、测产验收：9月25--28日收获，经测产，乡落红甸小街子
村的10户玉米科技示范户平均亩产为564.8kg，比前三年的玉
米平均亩产516.9kg亩增47.9kg,增9.3%，35亩玉米示范面积
共增粮食1676.5kg，增产效果显著。

(五)填写手册：在指导农户做好示范工作的同时，认真帮助



并督促示范户填好《科技示范户手册》，同时填好《技术指
导员手册》，做好培训和技术指导记录。

通过一年的科技示范指导工作，一方面使10户科技示范户对
玉米生产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掌握了玉米种植的主要技术，
提高了产量，并带动辐射了示范户周边农户掌握这些技术;另
一方面，作为技术指导员，也使自己得到了锻炼与教育，增
强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