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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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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本报讯 何鑫 佟
鑫 记者郭小宇报道 立
春已过，农时不等人。
靖宇县在疫情防控特
殊时期因地制宜，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谋划
备春耕，有序推进春耕
备耕各项工作，保障群
众生产开好头、起好
步。

按照省市要求，
靖宇县在防疫期间迅
速组织广大供应商调
配购置种子、化肥、农
药和农膜等农业生产
物资。目前，全县筹备
玉 米 、大 豆 种 子 470
吨，储备量达 90%，基
本满足全县种植玉米、
大豆的需求；筹备化肥
1200 吨 ，储 备 量 达
37%，一茬肥已购置完
毕，二茬肥需“五一”以
后购置。

县农业农村局及
时向乡镇下达备春耕
生产紧急通知，引导农
民尽早确定种植意向，提早做好农机具
检修。引导农户和各类经营主体有序下
田，分时下地，分散干活，避免人员聚
集。坚决制止无故阻拦农民正常农事活
动的行为和现象。

为了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避免人
员聚集流动，靖宇县向各乡镇下发农用
物资市场经营业户名册，让农户足不出
户通过电话便能向销售商了解、购买所
需物资。为了进一步方便农户开展生产
活动，县里为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备春耕
技术咨询服务人员，负责向农户宣传疫
情防控期间农事处理事项，及时解答农
户在春耕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技术难
题。针对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积极转变
工作方式，充分利用微信、电话、视频等
信息化手段，联动农科、农机等部门，进
行在线培训、在线指导、在线答疑，将技
术传送到户，输送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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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东阳 袁雪 记
者郭小宇报道 为进一步加
快重点项目建设和推动全县
经济稳健运行，日前，乾安县
政府召开 2020 年“三早”项
目建设调度会。会议要求，
全县各经济部门、各乡镇要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在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抓好

“三早”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确保“三早”项目如期开工建
设。

乾安县将全面落实省
“三早”工作要求，调动一切
力量，抓好项目开工前的各
项工作，确保春季“三早”项
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成立专班，落实包保责任。
县级领导带头包保，一个项
目一个对策，全力以赴推动
项目落地、开工、投产，继续
以项目秘书制度，促进企业
达产达效；项目服务中心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紧盯问题，
强化调度，全过程、全链条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
题，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确保项目建设如期开工；做
好项目建设中的疫情防控
工作，企业要扛起疫情防
控的主体责任，做好疫情
防控物资储备，建立健全
相关制度，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

抓前期 抓进入 抓防控

乾安确保“三早”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本报讯 彭丹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安图县松江镇党
委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充分
利用农村群众居家封闭管理
的时间，在全镇组织开展了

“防控期间农耕技术线上培
训”系列活动，确保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双促进”“两不
误”。

松江镇东南村、小沙河
村、茂朱村率先行动，三个村
第一时间向村民发出倡议
书，并制定“防疫学习两不
误，十户一组来帮助”“宅在
家里不出门，学习备耕靠人
人”的宣传标语，以各小组为
单位，每天组织村民结合自
身需求，线上观看农业种养
殖技术培训视频。并充分发

挥“农家书屋”作用，按照群
众提前预约，干部送书上门
的方式，在确保“零接触”的
基础上，保证村民文化生活
需求。为确保防疫知识、农
耕技术学习质量，村班子定
期在群内了解学习进度，并
将各小组学习情况纳入到

“十户一组”考核体系当中，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农民最
担心的就是春耕的事。这下
好了，村里组织线上学习，我
们正好利用封闭时间学习
一些最新的农业技术，既
能安心在家不给国家添麻
烦，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农
技水平。”

线上学技术
防疫备耕两手抓

本报讯 林涛 冯小桐 孙浩峰
记者郭小宇报道 白山市江源区认
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企业复工复
产的安排部署，坚持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两手抓”，努力做到防控生
产“两不误”，助推企业逐步恢复正
常生产经营秩序。

周密部署，强化统筹协调
江源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工作，先后
召开了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党组会
议和专题会议，就全区企业复工相
关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和安排部
署，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专班”，
主抓相关工作事宜。同时，认真贯
彻上级要求，相继转发了《关于返
白返岗人员“六要六不要”的通
告》《做好企业复工和节后错峰返
程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制定下
发了《疫情防控期间工业企业安全
生产提醒单》，要求各企业实现复
工生产要素组织和复工疫情防控
工作的“双保障”。

2 月 9 日开始，区委、区政府

相关领导带队对域内准备复工复
产的规上工业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场所
消毒、人员排查、安全保障以及投
产前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为企业尽
早复工想措施、解难题。

“江源区积极主动与企业沟通
协调，帮助我们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为尽
早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保障。”江
源区工学木业综合部部长刘金芝
一开始还有些担心疫情会影响到
公司生产，在看到政府第一时间发
布的相关文件后，他在朋友圈转发
政策，连连写道：“感谢！感激！”

主动服务，科学有序复工
在组织调度规上企业1-2月

份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对域内全部
30户规上企业和重点监测企业复
工返白人员情况进行逐户摸底排
查，确保复工人员底数准确、清晰；
按照《吉林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复工
疫情防控指南》文件精神，区疫控
领导小组指定下发了《江源区疫情

防控期间企业复工流程》《江源区
疫情防控期间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规范》，由行业主管部门、卫健
部门及企业所在镇街组成联合服
务小组，集中到申请复工复产的企
业指导。

区工信局专门设立了企业复
工热线服务电话，为企业提供疫情
防控和复工相关政策、程序咨询服
务；通过用微信群及时向企业推送
疫情防控的知识和先进管理方法，
明确要求，交流经验，解答企业的
疑问，解决实际问题；指派专人全
程跟踪，保证复工企业司乘人员
全程不离车、全线不逗留；与各镇
（街）积极协调配合，及时办理发
放“社会服务人员通行证”，保障
企业员工上下班正常出行。截至
目前，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复产复
工 15 户，预计月末复工率可达
80%以上。

狠抓防范，筑牢疫情防线
江源区按照“防输入、防扩

散、防输出”的防控总要求细化职

责、明确目标任务，压实重点管控
环节，确保实现疫情防控期间稳定
复工的目标。各镇街按照属地管
理责任，重点督促企业开展工人疫
情防控知识培训、体温检测、厂区
卫生消杀工作等要求；企业实行人
员返岗日报告制度，做到了底数
清、情况明；组织志愿者协助企业
做好人员排查、车辆登记等工作，
形成严防死守、上下协同的工作格
局。

“您好，出示证件并接受体温
检测。”在江源区正茂药业，不管任
何人、任何车辆进入厂区都要接受
规定检查。按照区里的要求，正茂
药业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制
定了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在
厂区及车间设立两道检测防线，每
天班前、班后两次消杀；对员工进
行岗前培训，全面提升防控意识；
实行体温检测登记制度，进一步落
实管控责任。目前，该企业采购口
罩、消毒液、体温计等累计投入15
万元。

江源区政企联动推动复工有序进行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近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
解，今年 1 月份，全省农村网
络零售额实现 18.38 亿元，同
比增长 21.21%。防控新冠肺
炎战役打响以来，省商务厅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三
保一统筹”工作要求，组织全
省商务系统积极发挥农村电
商“点多、线长、面广”的网络
优势，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渠
道，强化信息发布、疫情摸排、
物资供应、春耕备产等保障工
作，助力我省夺取疫情防控与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双胜利。

强 化 宣 传 引 导 助“ 战
疫”。通过乡镇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农村电商服务站电子信
息屏、微信群、广播站以及各
农村电商企业 AAP 等平台，
建立农村疫情防控信息“直通

车”，滚动发布新冠肺炎防控
政策、防治知识等信息，有效
构筑起乡村防控信息堡垒。
安图县超过 80%的电商服务
站站长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工作，协助村委会进行疫情
防控值班、开展疫情况排查；
省农业信息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通过 12316、12582 信息服
务短信平台每天向全省 240
万农村注册用户发送一条短
信，通过开犁网、易农宝 APP
面向 100 多万农村注册用户
发布倡议书和转载官方防疫
指导文章。

强 化 物 资 供 应 助“ 战
疫”。依托农村电商供应链体
系着力顺畅生活物资
流通渠道，全力保障
生活必需品供达农村

“最后一公里”。桦

甸、柳河、大安、临江等地积极
依托农村电商服务站、社区线
下体验店开展社区团购、套餐
配送，并组织当地美团外卖、
饿了么等社区O2O电商平台
上线蔬菜、水果、肉、蛋等生活
必需品，同时为物流企业办理
绿色通道车辆通行证，实施无
接触配送，确保了当地生活物
质不断供、不涨价。

强 化 产 销 对 接 助“ 战
疫”。有效释放电商平台渠道
对接作用，探索开展“最初一
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的产
销模式，破解疫情防控期间农
产品“卖难”、农资“买难”问
题。通化县组织电商企业帮

助英额布镇四平村、快大茂镇
青山村销售100吨大叶芹、10
吨甜菜，确保农产品不滞销。
开犁网整合优质农资企业、产
品上线电商平台搭建农资直
购渠道，开展产品上线、销售
对接等服务，三天销售农资
800多吨，确保春耕农资不断
供。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吉林教学基地组织双辽、靖
宇、抚松等地800多人开展线
上电商培训；省万和电商短视
频创业学院聘请10名专家开
设 100 节线上《新手成长营》
课程，确保电商培训不停课，
有效缓解疫情对农村生产生
活的影响。

电商筑起乡村“战疫”新防线

目前，临江市大湖街道大湖村、葫

芦套村已有近50座蔬菜大棚提前进行

育苗、运肥。一栋中小规模的蔬菜大

棚，可培育西红柿苗 3000 棵，辣椒苗

2000棵，黄瓜苗2000棵，预计四月中旬

即可上市。

佟粒伟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