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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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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耕 在
即，农时紧迫。我省各地

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
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备
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为粮食丰收
提供有力保障。图为吉林省宏泽

现代农业公司玉米制种车间工
人全力生产。 宋锴/摄

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本报讯 张力军 报道
为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扩大蔬菜生产增
加市场供应的支持政策》精
神，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出
通知，对全省园艺特产生产提出技术
指导意见。

增加保护地设施生产效能。挖
掘温室产能。利用棚室内作业通道、
后墙空间进行盘栽或立体栽培，选种
小白菜、茼蒿、菠菜、油麦菜、软叶生
菜等速生叶类菜，推广果菜、叶菜套
种技术模式，缩短蔬菜生长期，快速
采收上市恢复闲置温室生产。结合
本地地域特点和生产要求，各地抓紧
修缮闲置棚室，整理温室内耕地，购
置保温取暖设备和生产资料，使闲置

设施能迅速投入生产增加收入。扩
大生产规模。充分利用晴好天气，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加强田间
管理，采取立体盘栽方式扩大豌豆
苗、萝卜苗、绿豆芽、黄豆芽等芽苗菜
以及蒲公英、小根蒜、曲麻菜（苣荬
菜）等市场需求大、具有药用作用
蔬菜生产，快速增加市场供应。通
过采取增温措施，扩大平菇、杏鲍
菇、金针菇、榆黄蘑等生产规模，保证
市场供应。

加强园艺特产生产管理。目前

是我省设施园艺冬春茬和春茬蔬菜
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关键时期，这个时
期气温低、光照弱、成本高，加强科学
管理才能达到高产稳产。光照管理
方面，要及时清除棚膜灰尘，做好膜
面清洁，及时揭盖保温材料，增加
光照时间，增设后墙反光膜，有条
件的可进行人工补光。温度管理
方面，要采取增温保温措施，及时
揭盖保温被和通风，保证保温设施
良好密闭性和增温设备的正常运
行。主要是采用多层覆盖，提高土

温，变温管理。同时，加强肥水管
理、植株调整和病虫害防治。科学
制定防灾减灾措施，要密切注意天
气变化，防止倒春寒、大风、连续阴
天等极端天气引起的灾害，提前做
好极端天气防范应急预案，落实预
防自然灾害措施，保障园艺设施安全
稳产。

加强疫情防控，保障安全生产。

要做好个人防护，扩大作业间
距，在生产过程中正确佩戴口
罩、勤洗手，确保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要加强生产信息调度和技术指
导，疫情防控期间鼓励运用网

络、微信视频等现代信息手段进行技
术指导。保障生产销售及时有序进
行。在做好消毒防疫工作前提下提
早备好肥料农药、农膜地膜等生产物
资，尽快恢复生产；广泛开展各种营
销策略转变销售思路，采取小包装和
网络订单集中配送的方式，拓展销售
渠道，确保园艺产品均衡有效稳定供
给。

省农业农村厅发出通知

指导全省园艺特产生产

本报讯记者 侯春强报
道 按照水利部总体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的具体安排，省
水利厅统筹安排，扎实推进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重大水
利工程的复工工作，截至目
前，全省纳入国家172项节
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 4
项工程均制定了复工方案、
确定了复工时间，确保在3
月底前陆续复工。

2月20日，我省中部城
市引松供水工程的总干线
三标、四标、六标各有一个
工作面开始复工生产。截

至2月21日统计，该工程项
目参建单位陆续返场返岗
人员283人，加上原有现场
值守人员285人，工程现场
到位人员共计568人，约占
正常施工人数25%。

自2月10日起，项目法
人单位已组织各项目区和
标 段 陆 续 向 8 个 属 地 县
（市、区）上报了复工方案，
目前，永吉县和伊通县工区
复工方案已得到批准，其他
各地工区也正在积极沟通
批复中，力争3月底前其他
标段能全面复工。

我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复工

本报讯 闫虹瑾 丁晓云 报
道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紧张的备春耕
生产工作也已进入全面启动
阶段。为了不误农时抓好当
前备春耕生产，全力推进农业
稳产保供，省农业农村厅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省委、省政府“三保一
统筹”“六个必须”工作要求，
坚持疫情防控与备春耕工作
两不误，早动员早安排早落
实，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推进当前备耕生产各
项工作。

备 耕 物 资 储 备 平 稳 有
序。今年我省现有农作物种
量总体充足，满足春耕农业生
产需求，截至2月20日入户率
达36.3%。省内15家农药生产
企业，14 家恢复生产，加之省
外农药产品顺利调入，截至 2
月 20 日农药入户率达 8%左
右。随着化肥企业陆续复工
复产，省外化肥顺利调入，部
分企业生产原料已在年前购
置，截至2月20日化肥入户率
达10%左右。

生产资金准备充足。据
我省粮食部门统计，截至 2 月
17日，全省入统企业累计收购
粮食326.6亿斤，同比增加60.1
亿 斤 。 玉 米 主 流 市 场 价 格

0.85-0.88 元/斤，粮食收购情
况总体向好。总体上看，我省
通过农民自筹加上银信部门
贷款，备耕生产资金能够得到
有效保障。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统筹抓好备春耕生产工作，我
省具体采取了9项措施：

快速安排部署。2月7日，
全省召开农村疫情防控专班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调度视频
会议，把提前做好备春耕生产
准备作为当前应对疫情形势、
统筹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2
月17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扩大蔬菜生
产、统筹做好当前农业农村工
作视频会议，对做好当前备春
耕工作进行再次部署。

强化工作指导。为高标
准开展备耕生产提供各方面
支撑，省农业农村厅分别印发
了《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统筹抓好当前备春耕生产
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应对
当 前 疫 情 做 好 春 耕 农 作 物
大 田 种 子 保 障 工 作 的 指 导
性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意见文
件。

建立协同推进机制。省
农业农村厅与省供销合作社
建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协同

推进备春耕生产工作机制，联
合印发《关于建立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协同推进备
春耕生产工作机制的通知》，
及 时 沟 通 解 决 农 资 供 求 问
题。

加强农情调度。从 2 月
10-29 日，全省农情调度实行
周调度制。从 3 月起，将实行
每周一、四调度制。强化备春
耕资金物资筹集储备供应、下
摆入户进度等备春耕进展情
况调度，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
备春耕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全力稳定粮食生产。认
真贯彻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的总体部署，全面贯彻
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等强
农惠农政策，宣传引导农民大
力发展粮食生产，努力确保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巩
固提升粮食产能。

引 导 农 资 企 业 复 工 复
产。在属地政府的统一部署
下，指导辖区内种子、农药、肥
料等农资生产企业尽快复工
复产，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好生
产原料和产品运输问题。指
导生产企业创新销售方式，确
保在春耕前农资全部到户。

加强农资市场监管。指
导各地严格落实农资监管责
任，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坚持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
项行动。采取合理方式和有
效措施，积极向农资生产经营
业户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企业守法经营。加强重点企
业、市场、产品监管，严厉打击
生产经营假劣农资等违法行
为。

提早做好农机具检修。
指导农民、特别是新型农机经
营主体，提早在家中对自有农
机具进行检修和保养。对于
缺损机具配件，无法到店现场
采购的，采取网上订购、电话
预约等方式提前预定。要加
大 对 保 护 性 耕 作 补 贴 政 策
的宣传力度，提高配套机具
购置和作业补贴标准，努力
增加免耕作业机械保有量，
指导农民做好地块预留，推
进 保 护 性 耕 作 推 广 任 务 落
实。全省农机具检修和购置
工作要在3月底前完成。

创 新 开 展 农 技 指 导 服
务。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实际，
积极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
息 咨 询 传 播 载 体 ，特 别 是
12316 和 12582 短信平台、微
信、快手等新媒体，加强技术
指导服务。在疫情解除后，有
序推进现场培训、田间培训和
面对面指导服务。

战“疫”不松劲 备耕不误时
我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 本报讯 2月26日，省政府发布公告，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和《吉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结合我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省政府决定，自
2020年2月26日15时起，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
应级别由省级一级响应调整为省级二级响应。

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参照省级一级响应管理，其他地
区继续按照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工作要求，根据地区特
点和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

我省疫情防控应急
响应调整为二级

本报讯 于婷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你好，现在有
稻花香的种子吗？”

“种子有，但是现在疫
情防控期间暂时无法发货。”

“那我就先预定 30 吨
吧，等能发货的时候第一时
间给我发物流。”

“好，好，没问题……”
这是日前舒兰市爱民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孙
艳海与五常市种子供应商
的通话记录。

为确保2020年农资物
资储备充足，保证正常春耕
生产，舒兰市农业农村局采
取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春耕生产的原则。通过发
布通知，引导农民正确看待
市场形势，加快余粮销售变
现进度。由乡镇组织农民
有序开展打粮卖粮，筹备春
耕生产资金。同时积极开

展远程培训，帮助农民做好
春耕准备，通过信息进村入
户服务平台，传递政策信
息，了解农民需求。利用
12316、12582 专家咨询服
务平台，组建种植养殖技术
指导的 QQ 群、微信群，在
线指导农民解决种植养殖
中遇到的难题。

截至目前，舒兰市玉
米、水稻种子订货入库量达
到50%，到户率达到20％左
右。化肥到货3万吨，占比
33%，农药货量约为300吨，
占比38%。

舒兰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介绍说：“农资生产厂
家货源相对充足，备货和销
售高峰都比历年后延 15-
20 天，预测不会出现大面
积农资缺货现象，下一阶
段，我们要全力抓好春耕生
产各项保障工作。”

舒兰农资储备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