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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为例 , 结合实际情况对农村科普工作与农民的科技创新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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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miao town of Chifeng city being taken as sample ,in this paper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cience innovation of the farmers were
mainly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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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农民的科技创新是我国推进自主创新战略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 是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强大动力。农村科普工作是农村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面 , 肩负

着引导农民提高自身素质、树立科技创新意识和推进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的重任。所以在农民的科技创新中, 要把科普放

在应有的位置, 充分发挥科普的作用。笔者以赤峰市松山区

大庙镇为例, 对科普与农民的科技创新进行了思考。

1  科普工作为农民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保障

2006 年2 月, 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 1] , 再一次吹响了科普社会化的响亮号角。农民科学素

质行动作为重点实施的四大科学素质行动之一, 重要任务是

围绕科学生产和增效增收, 增强农民的科技创新意识, 提高

农民获取科技知识和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和改善生

活质量的能力, 并将推广实用技术与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

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全面提高农

民的科学素质。所以, 农村科普工作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农民为

主体,面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 通过实用技术培训和科学知识

的宣传教育, 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技能, 培养农民的科技创新

意识,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

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结合当地的实际积极开展各类适

应村民要求的科普活动, 在科普工作中鼓励广大农民依靠科

技创新为该镇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以胡萝卜示范基地为

例, 该镇培养了一支专门的农民技术员队伍, 并邀请专家作

科技讲座, 培训村民胡萝卜的播种、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

等技术 , 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示范基地建立初期 , 该镇胡萝卜的播种、施肥、浇水、覆

膜、喷药等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 , 工作效率低 , 同时人工播种

也无法准确地控制播种深度, 只能多用种子以确保出苗率 ,

造成种子大量浪费。为解决以上问题, 该镇一位仅初中文化

程度的农民 , 发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设计研制了一种多

功能胡萝卜施肥覆膜播种机( 图1) [ 2] , 大大地改善了胡萝卜

的种植方式。该播种机的优点: ①节省人力。原来胡萝卜施

肥覆膜播种1 hm2 需150～195 人/ h , 现只需要5 ～10 人/ h , 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②作业质量提高。能精准播种施肥,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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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种子和肥料。③播种、施肥、镇压都可以调节, 适用于不

同地块、不同墒情, 可播种多种种子。④施沟器可将肥料搅

拌混合均匀, 并旋出土, 为后面覆土创造条件。⑤能喷药, 可

避免人工施药中毒 , 确保安全作业。目前, 该型胡萝卜播种

机已申请获得了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并自行生产使用, 不但改

变了该镇胡萝卜的传统种植方式 , 而且给该镇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

图1 多功能胡萝卜施肥覆膜播种机示意

同时, 随着玉米种子种植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农民自行

研制了玉米施肥播种覆膜机并大量投入使用。该农机具实

现了播种施肥覆膜一次完成, 避免了重复或单一作业, 通过

覆膜方式, 有效保留了地膜内水分和温度, 有利于出苗, 省时

省力, 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大促进了当地玉米种子种植基地

的发展。总之, 与当地情况密切联系的科普工作使广大农民

的思维活跃了起来 , 开始主动在实践中尝试探索。所以 , 科

普工作是农民科技创新的源泉, 在受教育程度相对落后的农

村, 没有适时适当的科普 , 农民的科技创新就成了空谈, 科普

为农民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  在农民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全面推进科普工作的建议

科普工作和农民科技创新是农村发展的两个翅膀 , 没有

创新就无所谓普及; 同样 , 没有普及, 科技创新也无法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结合该镇实际, 建议相关部门在农民科技创新

的过程中大力推进科普工作[ 3 - 4] 。

2 .1 认真贯彻科普法, 提高广大农民参与科普活动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大力开展各类适应需求的科学教育、宣传和培

训活动 ; 广泛开展农村科技讲座、科技下乡和科普示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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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扶持各类科普示范基地建设。如该镇的玉米种子种植

基地已具规模, 根据该基地建设的成熟经验, 逐渐完善花卉、

药材和马铃薯的基地建设, 使该镇的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2 .2  提高科普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科普工作者是开展科普

工作的重要力量, 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科普工作开展的效

果。科普工作重点是农村青少年、基层干部、农村党员、农村

企业家等, 发挥农村教育的主要渠道, 提高他们学习、实践和

传播科普的能力, 使他们成为农村科普工作的主力军。

2 .3  建立创新奖励机制  科普是农民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桥梁, 担负着成果转化的重任。要采取适当奖

励机制鼓励科技创新 , 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同时大力培植

农民创新典型, 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2 .4 加强农村基层科普能力建设  依托农村中小学、村党

支部办公室和有条件的乡镇企业, 建设乡村科普活动场所。

在农村开展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教育, 传

播科学的思想和精神, 使农民开拓视野 , 适应现代化生产发

展的需要, 树立创新观念, 培养创新能力。

由此, 全民推进农村科普工作, 发挥好农村科普的重要

作用, 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 培养农民的开拓精神和创

新思维, 鼓励农民在实践中尝试和探索 , 农民的科技创新必

定会为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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