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加快组织人员返岗，多环节确保主要农资供应

2 春耕备耕遇到一些问题

1 网上备耕，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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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困难前面有春光
当前正处于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也
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
期。习近平总书记近
日对全国春季农业生
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当前，要在严
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
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全力组织春耕生
产，确保不误农时，
保障夏粮丰收。

“新华视点”记者
在多地采访发现，田
间地头不少农民忙春
耕，一些科技工具赋
能农业生产。与此同
时，一些地方出现农
资到村到店难、雇工
难等问题。

农时不等人。各地正一边
做好防疫，一边鼓励加快复工，
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2月23日清晨，山东省滨州
市滨城区派出专车赴山东济宁、
泰安等地“点对点”接农民工返
岗复工。“核载48人的专车只坐
17人，农民工均持健康通行卡、
佩戴口罩并测温合格后上车。
中途人员不下车，不经停任何服
务区，降低返岗途中感染风险。”
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主任商
显宝说。

安徽省近日出台措施，根据
各地疫情防控实际情况，有序组

织农民工返岗。组织本地因疫
情暂时无法外出务工人员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企业对
接，就地就近就业。

一些乡村干部主动对接农
资经销商，以集中采购、拉货到
村的形式，服务村民春耕备耕。
在河南省尉氏县水坡镇苏桥村，
村里2400多亩小麦追肥基本结
束，正值田间管理时期。22日上
午，苏桥村村委会主任孙群安为
村民集中采购了防治小麦赤霉
病、白粉病的农药。

“抓好春耕备耕对全年农业
增产和农民增收至关重要。”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安玉发认为，当
前，应分地区分行业分农作物品
类，综合评估疫情带来的影响，
综合施策，比如，短期推动农资、
农产品加工等企业复产，解决企
业存在的困难，长期提高农业机
械化水平。

河南八佰家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建民建议，各地应
探索土地集中化管理，推动植保
无人机等新型农业机械应用，将
人、机、田的信息进行数据化管
理，既能破解劳动力和新型农业
机械不足问题，也能提升农业现
代化水平。 据新华社

为避免春耕备耕期间人员
聚集，黑龙江黑河市组织农技、
农机、水产、畜牧等专家，利用

“云上智农”、快手直播、微信群
等通过网络媒介进行培训，讲
解种植管理、生产技术、农机修
理等知识，解答农业生产难题。

“疫情防控不能怠慢，农时
也不等人。”黑河市爱辉区北三
家子村党支部书记俞朝鹏说，
村里已与 5 家籽种、化肥经销

商建立联系，开展线上预订。
目前，北三家子村瓜果种植备
春耕线上订购已完成 45%，今
年全村计划种植西瓜、哈密瓜
等370多亩。

来自黑河市供销社的数
据显示，目前，黑河全市供销系
统已组织储备化肥4.8万吨，网
上和电话销售1.3万吨，有效保
障春耕生产需求。

据新华社

黑龙江

不误春光好时节

二月底，农业大省四川进
入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各地
田间皆是一派“农事日纷纷”的
景象。

据了解，今年四川省农产
品生产的任务目标是粮食播面
达到9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
稳定在 350 亿公斤左右、生猪
出栏 6000 万头。为确保春耕
不误农时，做到“应播尽播、应
种尽种”，四川各地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组织各类农
业企业复工复产，保证农业物

资的供应。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毛业雄介绍，四川 7 家大型重
点肥料企业和984家屠宰企业
已全部复工，种子企业复工
196 家，复工率 96%；饲料兽药
企业复工469家。

“目前大春各项准备正在
开展，陆续开始育秧、育苗工
作。大春生产预计播种面积
7791 万亩，水稻将于 2 月下旬
开始陆续由南到北渐次展开。”
毛业雄说。 据新华社

四川

农企积极复工复产

“外面干活的不愿意来，出
去务工的待岗在家，我们就组
织他们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
山东省夏津县郑保屯镇杨西村
党支部书记王勤来说，他们将

“共享模式”引入春耕，对暂时
不能外出、待岗在家的农民工
进行摸底调查，与合作社、种粮
大户进行对接，按照当地酬劳
价格结算薪资。“既促进了春季
田间管理，又让农民工有了用
武之地。”王勤来说。

“不仅是‘共享员工’，我们
的农机设备也共享了起来。”郑
保屯镇兴农粮食种植合作社理
事长黄勤勇说。为减少人员流
动和聚集，夏津统筹各村党支

部领办创办合作社的农机设
备，派专人每天定点消毒杀菌，
按照各网格需求，将农机直接
送到田间地头。

技术指导不能停，线下不
行就线上。夏津县还建立起

“面上调查、群内研讨、线上推
广”的农技共享“云”模式，通过
微信群、公众号等平台，技术专
家开展线上指导。

夏津是农业大县、产粮大
县，拥有90万亩耕地。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汤庆军介绍说，目
前，全县已有50多万亩耕地纳
入土地托管，占总耕地面积的
56%，小麦镇压、除草等春季农
业生产正有序进行。据新华社

山东

播种田野新希望

记者在多地看到，今年春
耕田间地头没了往年的热闹，
扎堆干活的现象少了，忙碌的
人们都戴着口罩。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
常庄镇韩湾村，村民杜录身穿
专业防护服、佩戴防护口罩，
全副武装遥控植保无人机为农
田打药。无人机打药效率高，
疫情之下，减少了人员流动带
来的交叉感染风险，大受欢迎。

受疫情影响，网上备耕、

电商销售、专家在线“看田”
等，成为今年春耕备耕的新潮
流。

在山东省宁阳县葛石镇大
夏庄村，村民宁代营实现了足
不出户备春耕。丰信公司推出

“无接触种地”服务，会员在平
台选择服务或产品，约定送货
到家或村口即可。丰信公司负
责人董金锋说，公司在全国已
有 100 多万农户会员，今春新
增用户数同比增长了30%多。

不少农资企业开启“云备
耕”。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收集客户需求，统一规划
发货方案，第一时间把农资送
到农民手中。

山东省新泰市西张庄镇的
农民还有了春耕备耕计划安排
表：几月几日几点，谁家去哪
个地块干活，几点回家，志愿
者是谁，表上一目了然，最大
程度减少人员聚集风险。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今年
的春耕备耕出现了一些问题，部
分农资企业还没有复工复产，农
资到村到店难，正常农事活动受
到影响。

记者调查发现，劳动力紧张
困扰着不少种植大户。招不到
人成为安徽省蚌埠市一位西瓜
种植大户最头疼的事。他今年
种了 56 个大棚的西瓜，比去年
多2个大棚。“去年我招了6名工
人，4天就干完了。”这位瓜农说，
由于村庄管控严格，根本招不到
工人，他和爱人移栽了两个多星

期，还没有栽完，下一步田间管
理人手也是问题。

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一位
种粮大户告诉记者，“不少种粮
大户因担心传染风险不敢雇工，
想雇工也难，对田间管理有一定
影响。”

一些农业企业缺工现象突
出。据山东省农技推广总站初
步统计，自节后返工至今，人员
到岗率从 30%逐步到了 74.6%，
缺工直接影响生产。

在采访中，不少农民反映，
无法及时购买化肥、农药、种子
等农资产品。河南一家农业科
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地

方前期不让化肥经销门店营业，
有货卖不了。此外，县级经销商
为管控成本年前不会大量备货，
而是随销补货，一些县级经销商
可能存在库存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是农民买不到农资，
另一方面，由于运输不畅，一些
农资生产厂家产品积压严重。

山东省滨州国盛农业科技
公司董事长赵培国说，与公司合
作多年的肥料企业位于湖北，肥
料进不来，还有一些肥料企业没
有复产，目前销售的多是企业的
库存。半个月后是冬小麦用肥
高峰，如果持续这种状况，将面
临肥料短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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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
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现在，春耕备耕
已从南到北陆续展开，统筹抓
好农村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
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抓紧解决制约春耕生产的突出
问题，稳定春播面积，才能确
保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
已是广大农村地区当前工作的
必须。

春不误农时，秋才会收获

喜悦。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
年。在保证疫情防控效果的前
提下，一天不误、一环不落地
抓紧春耕生产工作，才能为小
康之年的粮食和农业丰收赢得
主动。各级党委要把“三农”
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把
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
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
力支撑。 据人民网

春有耕秋有收 防疫别误农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