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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农通〔2023〕145 号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湛江市 2023 年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农业农村和水

务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

升资金（第四批）的通知》（粤财农〔2023〕125 号）和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函〔2023〕883 号）要

求，为确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有效实施，我局制订了《湛

江市2023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11 月 10 日

（联系人及电话：陈志翔，3220090；肖辟，3227309）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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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 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

力水平，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市

“三农”工作重点任务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实际情

况，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要稳定队伍、提

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等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组织引导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履行好促转化、推技术、做示范等公益性职能，引导

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发展，创新技术推广服务方

式方法，集成组装先进技术模式，由点及线到面推广高产优质

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模式，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提供综合

技术解决方案，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实市委“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年度目标

农技推广体系服务能力有较大提升，支撑服务“三农”中

心工作作用不断增强，信息化服务水平持续提高。总结年度补

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 条以

上；建立并完善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 种以上农

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成的 7 个县级农技推



— 3 —

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14 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组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21 名；全市农业主推技术到位

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动物防疫员）管理及考核办法，开

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

立帮扶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

摩活动。

三、重点任务

（一）确保稳粮保供重点任务落实。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的要求，开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试验示范、动植物

疫病虫害监测防治、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农业技术培训、农

业防灾减灾等技术服务，强化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责，

调动各级农技推广力量，开展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农技推

广中心）建设运营及模式创新工作；依托市县农技推广机构、

市农科院所、大豆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等，建立健全大豆技术

集成创新平台体系，促进大豆先进适用技术集成落地。

（二）提升农技推广队伍能力素质。省级遴选农技推广骨

干人才，依托优质培训机构，统一组织连续不少于 5 天的脱产

业务培训。各县（市、区）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分产业、

分层次、分主体组织本区域内 1/3 在编在岗基层农技人员开展

多种形式的知识更新培训不少于 5 天，其中实训课程不少于 3

天；支持有条件地区通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

等培养方式，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农技推广队伍。完善农技人

员绩效评价机制，推动收入分配与绩效评价相挂钩。积极参与

“广东省十佳最美农技员”等认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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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发展。支持农业科技社会

化服务组织创新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互联网+

农机作业”等服务模式，为农户提供生产管护、存储加工等全

程科技服务。鼓励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牵头建设区域性综

合服务平台，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引导推动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主体规范作业标准，特别是农机手技术服务标

准等，集成综合技术方案，不断提高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投

入品精量施用等科技服务水平。

（四）加强先进技术试验示范。规范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管理，明确年度技术示范和服务任务，健全管理评

价制度，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带动作用。统一树立“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标识

牌（制式标准见附件 4）。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

支撑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高素质

农民遴选科技示范户，鼓励开展荔枝采后预冷处理服务，积极

推广荔枝保险应用技术，加强良种良法良机良艺应用展示示范，

加快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模式。各地要及时将示

范基地（示范主体）名单、遴选认定文件、开展示范推广照片、

示范协议等资料上传至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

（五）优化特聘农技员队伍管理。各地要落实农业农村部

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指导意见，引导脱贫地区及有需要

地区不断规范特聘农技员（特聘防疫员、家畜繁殖员）管理，

核定招募计划、规范招募程序、完善续聘管理，鼓励各县（市、

区）从省农业农村厅认定的“农村乡土专家”中招募特聘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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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完善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特聘农技员服务管理，广

泛宣传特聘农技员优秀典型。

（六）提升农技推广信息化水平。持续普及中国农技推广

信息服务平台使用，探索推进农技员、特聘农技员注册及核准

机制。围绕粮油作物单产提升、重要农时和防灾减灾技术服务

等重点任务，引导农技人员、科研专家、特聘农技员等开展线

上指导服务。全市农技人员 APP 使用率 85%以上、特聘农技员

和示范主体 APP 使用率 100%。加强项目任务实施情况进行全程

线上动态展示，各项目县要及时上报工作动态、文件材料，12

月中旬前完成考核内容填报。

四、资金安排

湛江市 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资

金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按任务指标分配到各县（市、区），

具体额度另文通知。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专项指导工作组，

指导全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相应成立专项工作组，进一步健全

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围绕我市 2023 年补助项目总体思路、年度

目标和重点任务，结合实际编制印发本地区实施方案。

（二）科学统筹实施。充分调动县镇级农技推广机构和社

会化组织力量，发挥农技驿站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请各项目

县（市、区）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前将项目实施和资金分配方

案等相关文件上报我局备案，并上传至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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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须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完

成项目实施并经我局验收合格。

（三）压实工作责任。我局负责指导、监管和验收相关工

作。各项目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是项目实施单位，负责

组织项目实施，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资金安排和

绩效目标，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2〕25 号）以及相关财政

资金管理规定，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规

范使用资金，确保专款专用。项目实施和主管单位应指定专人

负责项目日常跟进、信息报送和绩效考评。

（四）强化绩效管理。我局将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

采用集中交流、在线调度、实地核查等方式对项目县工作进行

绩效管理（附件 2）。“主推技术到位率”继续做为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各县（市、区）

农业农村部门均须填写《落实 2023 年粮食安全责任制信息表》

（附件 3）及印发主推技术文件（电子版及纸质盖章版），于

12 月 5 日前报送我局汇总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基层农技人员技

能提升培训做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由市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督促项目县及有关单位于 12 月 10 日前将培训有关

资料报送我局备案，并上传至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

（五）做好总结宣传。认真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做

法，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法》实施 30 周年普法宣传等活动，

发掘宣传一批在稳产保供、应急救灾中涌现的经验模式、典型

人物和先进事迹。用好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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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长图等新媒体形式，加强宣传；特别优秀的事例，要

及时推送省农业农村厅，为农技推广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附件：1.湛江市 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助项

目任务清单

2.湛江市 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

绩效考评指标体系

3.落实 2023 年粮食安全责任制信息表

4.农业科技范基地标牌制作要求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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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湛江市 2023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任务清单
序号 地区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1 市本级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农技人员培训。
组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186 名（负责赤坎区、霞山区、麻章区、经开区等地的培

训任务）。

2 徐闻县 徐闻县农业农村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

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0名；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管理及

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立帮扶

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3 雷州市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

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0名；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管理及

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立帮扶

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4 廉江市 廉江市农业农村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

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0名；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动物

防疫员等）管理及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

情况，建立帮扶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开展特聘动物防疫专员

工作。
每个乡镇至少特聘 1名动物防疫专员，原则上每个县不超过 20 名。

5 遂溪县 遂溪县农业农村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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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

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0名；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动物

防疫员等）管理及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

情况，建立帮扶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开展特聘动物防疫专员

工作。
每个乡镇至少特聘 1名动物防疫专员，原则上每个县不超过 20 名。

6 吴川市 吴川市农业农村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

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0名；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管理及

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立帮扶

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7 坡头区 坡头区农业农村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

织农技人员培训不少于 40名；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管理及

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立帮扶

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8 麻章区
麻章区农业农村和水

务局

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组织农技人员培

训；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

介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好的做法或经验 1条以上；建立并完善农技

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开展 1种以上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继续支持已建

成的县级农技推广服务驿站开展活动；建设不少于 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农

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出台特聘农技员管理及考核办法，开展农技人员、特聘农

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立帮扶工作机制、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

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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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赤坎区 赤坎区农业农村局
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介

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10 霞山区 霞山区农业农村局
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介

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11 经开区
经开区农业事务管

理局

完成农业主推技术推介

任务，开展技术指导。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经常性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注：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完成年度农业主推技术推介任务数/任务总数*100%（年度农业主推技术推介任务：一是宣传公告了年度本县农业主推技术或

转发年度省级农业主推技术文件；二是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开展了农业主推技术示范推广；三是通过印发明白纸、信息化推介、

组织现场观摩等方式，对辖区内有应用主推技术意愿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的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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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湛江市 2023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分

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组织管理

（20 分）

组织领导 10

1.补助项目实施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经验或好的做法 3 条以上得 4分，2 条得 3分，

1条得 1 分；

2.年内对农技推广体系和补助项目进行 4 次及以上总结宣传得 4 分，每少 1次扣 1 分，

扣完为止；

3.年内出台相关重要文件或重要支持政策共 2 分，未出台不得分。

2 资金支出进度 10

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中项目资金支出进度情况共 10 分，100%得 10 分，90%以上

得 9 分，80%以上得 8分，70%以上得 7 分，60%以上得 6 分，50%以上得 5分，40%以上得

3分，30%以上得 1 分，30%以下不得分。

系统直接导出

3
体系建设

（30 分）

体系支撑三农

工作
20

1.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技推广力量全面支撑重点任务落实和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共 10

分，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2.建立并完善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共 10 分，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优秀 18-20 分，

良好 15-17 分，

合格 10-14 分，

不合格 0-9 分。

4
农业科技社会

化服务（10 分）

农业科技社会

化服务
10

1.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 3种以上形式的农业科技服务得 3分，根据实际情

况评分；

2.引导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田间学校等开展先进技术试验示范得 3分，根据实

际情况评分；3.开展星级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遴选推介活动共 4 分，根据实际情况

评分。

优秀 9-10 分，

良好 7-8 分，

合格 5-6 分，

不合格 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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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进技术推广

应用（20 分）

农业主推技术

到位率
10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共 10 分，超过 95%得 10 分，每少 1个百分点扣 2分，扣完为止。

6
先进技术推广

应用（20 分）

农业技术展示

平台建设
10

1.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建设管理共 5分，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2.培养科技示范户，开展农机农艺融合集成应用展示示范等共 5 分，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优秀 9-10 分，

良好 7-8 分，

合格 5-6 分，

不合格 0-4 分。

7
产业帮扶（10

分）

特聘计划（技

术服务与帮

扶）

10

1.招募一批特聘农技员（动物防疫员、家畜繁殖员），出台特聘农技员实施办法、管理办

法、考核办法，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的得 5分，每少一项扣 2分，综

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2.农技人员、特聘农技员服务脱贫村（经济薄弱村）情况，建立帮扶工作机制、经常性

下乡开展技术指导培训（30 天以上）、组织现场观摩活动（4 次以上）等共 5 分，综合考

虑实际情况打分（未安排特聘计划任务市此项指标为 5 分）。

优秀 18-20 分，

良好 15-17 分，

合格 10-14 分，

不合格 0-9 分。

8 农技人员培训

（10 分）

基层农技人员

能力提升培训
5 分

1.地市 1/3 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人员接受不少于 5天脱产业务培训得 3 分，培训人数

每少 10%扣 1 分；

2.每期培训班培训手册、签到表、照片、培训内容等信息均完整得 2 分，每少 1项扣 1

分；

农技推广骨干

人才培育
5 分

1.项目县按培训要求遴选骨干人才参加省（市）统一组织的培训得 3 分，未完成不得分；

2.骨干人才培训成绩合格以上的得 2 分，根据培训机构提供情况打分。

9
农技推广信息

化建设（10 分）

农技推广信息

化平台应用
10

1.项目县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 APP 比例达到 90%的得 3分，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0.3

分，扣完为止；

2.项目县示范主体、特聘农技员 APP 使用中国农技推广 APP 比例达到 100%得 2 分，未达

到不得分；

3.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 APP 人均上报 20 篇以上服务日志得 2 分；10 篇以上得 1

分；4.项目县农技人员提问量和解答量累计人均超过 50 条得 3 分，超过 30 条得 2 分，

超过 10 条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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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落实 2023年粮食安全责任制信息表

县（市、区）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地级以上市审核单位

（盖章）

审核人

联系电话

一、2023年农业主推技术文件发布情况

主推技术文件

主推技术名称

主推技术文件首页图片

二、2023年主推技术示范情况（包括示范基地和示范主体）

示范基地/示范主体 主推技术名称

示范基地/示范主体 主推技术名称

…… ……

三、2023年主推技术推广情况（包括科技下乡、技术培训、现场观摩等类型）

推广活动总场次 推广总人数

推广活动名称 日期

推广活动地点
推广类型及

推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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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活动照片

推广活动名称 日期

推广活动地点
推广类型及

推广内容

推广活动照片

四、2023年主推技术推广成效小结

注：1.示范情况中填报的主推技术应为年度主推技术文件中发布的技术；

2.推广情况中填报的活动内容应与农业主推技术有关；

3.示范基地/示范主体不少于 2 个，示范主推技术不少于 2 类，其中至少一项为粮油生

产主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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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标牌制作要求

一、尺寸：图片宽3米，高2米

二、2023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

颜色：#ffeb07

字体：迷你简大黑

字号：306

三、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颜色：#024d89

字体：方正大黑简体

字号：425

白色描边 24像素

四、基地位置：XXX省XX县XX镇

基地类型：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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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内容（例）：陕红65番茄 西农38号黄瓜

水肥一体化技术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示范规模（例）：30亩

实施单位：XX县农技推广中心 技术负责人：张三

指导专家：李四

联系电话：0913-0000000 13800000000

颜色：#000000

字体：方正大黑简体

字号：210

行距：362

字距：0

白色描边 9像素

五、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

XXX省农业农村厅 财政厅

2023年5月

颜色：#000000

字体：方正大黑简体

字号：174

行距：207

字距：80

白色描边 9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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