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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据不完全统计，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每年就要为种植业技术推广系统组织10多个
团组，选送150名左右各级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国外学习与考察。截止到2008年，累计派遣体系管理、政
策研究、作物栽培、种子技术、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等方面的考察和培训团组近150个，共计约1500人
次。这些出访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带着国内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考察、学习国外成功的
管理经验和先进的实用技术，为国内的种植业技术推广管理和技术进步做出了有益贡献。在积极开展
赴外考察交流活动的同时，来华农业考察团逐年增多，自1995年以来，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朝鲜、越南、日本、孟加拉、伊朗、哈萨克斯坦、
古巴、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农业技术代表团共计140多个，约1200人次；邀请国外专
家179人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大范围的国际种植业技术推广交流活动成为国内与国外农技推
广行业进行技术交流的有效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推广行业推广理念、管理体制、推广方式方法的
更新和行业整体推广能力的提高。经过多年的努力，种植业技术推广系统国际农业技术交流活动呈现
出多渠道、全方位、重点突出、高效务实的发展局面。 1.2组织实施了一批国际技术合作项目，引进了
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0年左右，种植业技术推广系统各级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集
中实施了一大批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引进了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系统整体技术水平
和推广能力，为我国农业多年来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2.1国际组织及部分国家政府援助项
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基础还非常薄弱，种植业技术推广体系亟待加强和完善。为了弥补国内农
业投入不足，加快种植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种植业技术推广系统积极争取、实施了一批国际组织及
发达国家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大大改善了项目单位基础设施条件，引进了先
进适用的种植业技术和推广方法，促进了种植业技术推广技术水平和推广能力的逐步提高。截止2008
年底，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较大型外资项目就有12个，利用外资近1700万美元
。 1988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资助的水稻、棉花、蔬菜病虫害综合治理（IPM）技术项目在
全国多个省（直辖市）陆续开展。该项目主要采用农民田间学校的方式，以水稻、棉花和蔬菜为目标
作物对农民开展培训，有效地推广了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推进了我国种植业技术推广方式的创新。
项目实施16年来，培养了一支农民田问学校辅导员队伍，培训了一批农民IPM专家，推进了政府、技
术推广部门和农民间的IPM信息交流，促进了政府对IPM政策的支持，有利于高效、生态的农业植保
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平衡施肥项目，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无偿援助中国，
由农业部代表中国政府实施的。项目由联合国提供资金150万美元，中国各级政府配套人民币2700万元
。该项目自1988年开始筹备、立项申请，1992年6月开始实施，1998年12月完成。该项目在中国的河北
省唐山市、山西省宝鸡市、黑龙江省双城市、四川省泸县、湖南省邵阳市、江苏省盐城市、浙江省金
华市的7个项目区实施，这些区域分别代表着中国主要的土壤类型区、农作物区、气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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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种植业技术推广改革发展与展望》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编。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对做好《改革发展与展望》的编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中心领导、首席专家、相关处室
负责人、省级种植业技术推广机构负责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下设组织协调、组稿、审稿等专门工作
小组，并确定了各行业的组稿牵头人具体负责地方稿件的组稿工作。先后组织召开了十余次协调会议
，研究部署各阶段工作任务，并对编辑出版工作进行督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种植业技术推广
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响应，认真撰稿，严格把关，保证质量。可以说，《中国种植业技术
推广改革发展与展望》的编辑出版凝聚了全国种植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智慧与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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