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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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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晓云 张力军 报
道 春分已过，气温回升较快。
日前，省农业技术总站发布
2020 年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
见，提出各地在抓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精细
整地、提高质量，适期播种、适
墒保苗”的技术路线，抓好春
耕春播工作。

适时整地，提高整地质
量。大力推广以秸秆还田为
核 心 的 保 护 性 耕 作 栽 培 技
术。春整地要以保住土壤墒
情为核心，待到地温回升适时
播种。注意防范因“桃花水”
造成的春涝。

精选良种，做好播前种子
处理。在选择品种上，建议参
照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吉林
省 2020 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

推技术”，选择审定推广的熟
期适宜、抗逆性强的优质高产
品种，杜绝越区种植。为了保
证苗全、苗齐、苗壮，要进行播
前选种和晒种，做好发芽试
验。为预防病虫害发生，正确
选择种衣剂进行种子包衣或
拌种处理，杜绝白籽下地。

适期播种，提高播种质
量。凡是墒情适宜，地温稳定
通过8℃以上达到播种条件的
地区，一定要适时早播、抢播，
把作物种在最佳播种期内。
播种后视土壤墒情和播种方
式 采 取 相 应 的 镇 压 措 施 保
墒。要严把播种质量关，科学
合理密植。一般玉米保苗株
数 5.5 至 6.5 万株/公顷，可根
据品种特性进行调整。大豆
保苗株数为 20 至 25 万株/公

顷。
减量控肥，增加施用有机

肥。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实现
养分平衡供应。结合整地，增
加施用有机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和减少化肥使用量。玉米
田要分底肥、种肥、追肥，分
层、分次施用，不提倡“一炮
轰”。大豆田提倡一次性深施
底肥，做到种、肥隔离。

适时育苗，科学培育壮
秧。水稻育苗提倡早扣棚，在
连续5天平均气温高于5℃时
及 时 播 种 。 严 格 控 制 播 种
量。钵盘育苗每孔最佳播种
量 3 至 5 粒。平盘育苗，每盘
不能超过 120 克，隔离层育苗
每平方米不能超过350克。加
强苗期管理，及时通风炼苗，
合理控制温度、湿度，同时配

合药剂防治措施，预防病虫草
害的发生。关注天气变化，预
防“倒春寒”。

防除杂草，安全精准用
药。旱田化学除草应选择安
全、高效、低风险除草剂配方，
适时适量用药。有条件的地
方可采取机械、人工和化学除
草相结合的方法或方式，降低
农药使用量。

加强监测预警，综合防控
病虫害。2020 年全省农作物
主要病虫鼠害总体呈中等发
生态势，预计发生面积为 1 亿
亩次左右。要坚持“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原则，优先采用
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
治，科学合理进行化学防治，
推动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
合发展。

省农业技术总站发布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整地保墒 减量控肥 适期播种

本报讯史一涵 记者吴连祥报道 近日，
梅河口市方便食品行业协会成立仪式暨第
一次会员大会在梅河口高新区企业服务中
心召开。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
君在致辞中希望梅河口市方便食品行业协
会发展成为充满朝气与活力、有担当有责任
的优秀行业组织，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作出贡献。

会上，协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协会登记
成立的批复文件，汇报了协会的筹备过程，
全体协会成员审议通过了《梅河口市方便食
品行业协会章程（草案）》。

在随后召开的协会第一届理事座谈会
上，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君对
协会提出希望：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电商仓储物流项目及方便食品工业化
示范基地建设，尽快确定电商产业园配套孵
化器项目土地规划方案，着手推选有生产销
售基础、有代表性的企业第一批入驻，并参
与孵化器设计；要规范行业管理制度，依托
政府监管职能及行业协会内部监督制度，高
标准、精细化制定行业管理规范，坚决取缔
不符合标准的生产企业。协会成员要抱团
取暖，以“梅河臻品”为抓手，加强品牌化、效
应化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探索产业链
发展模式，鼓励企业差异化发展，以市场和
消费者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特点，向产
业链纵深摸索。在原材料种植、养殖和
生产设备上花时间，在提高产品质量和保
障食品安全上下功夫，在线上线下营销和品
牌推广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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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海环 记者 徐文君报道
截至3月19日，龙井市开复工企业达到
162家，除1户季节性开工企业外，14家
规上企业已全面复工，复工率达到
100%；农业产业化州级以上龙头企业
已复工 19 家，复工率为 79.2%；服务业

“两上”企业已复工 11 家，复工率为
84.6%。这得益于龙井市采用的“1图2
表3清单”的工作方法。

“1图”即企业复工流程图，规范指
引企业开复工。实行“挂图作战”，明确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行业主管部门、企
业具体职责，确保每一户复工企业都遵
循复工流程、都有标准的疫情防控方
案、都能落实最严格的防控责任和措
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企业复工进
行全程监督指导，指导行业部门开展日
常督导，不定时对复工企业进行抽查临
检，规范企业消杀防疫等措施；行业主
管部门统一制定本行业企业复工复产
防控工作方案，对企业开复工申请进行
审核把关，并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批

准；复产复工企业制订本企业疫情防控
和复工方案，落实保障物资，做好企业
复工疫情防控的准备工作，做到员工返
工前有调查、返工中有秩序、返工后有
防控。

“2表”即企业复工申请（承诺）表、
行业部门实地核查表，确保企业安全开
工。防疫期间，企业开复工实行申请核
准制。企业依需提交复工申请（承诺）
表，按照农林牧副渔、工业及信息化、建
筑业等10个类别划分向所属行业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并签订履行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承诺书；行业主管部门填写实地
核查表，在企业提出复工申请后，行业
部门会同乡镇街道、卫健防疫、公安等
部门，从主体责任落实、员工出行、隔离
防控等6个方面18条细节进行实地核
查和信息比对，拿出初审意见，协助企
业制定疫情防控和复工方案，做好疫情
防控物资和生产资料采购指导、生产及
办公场所设施消杀、安全生产管控等工
作，确保企业稳妥有序复工。

“3 清单”即复工企业人员管控清
单、复工复产企业问题清单、扶持企业
政策清单，保障企业有序复工。细化企
业复工复产服务举措，实行“清单制”管
理。完善复工企业人员管控清单，按照

“撤岗不撤防”的要求，对大型重点企
业，安排民警协助开展人员核查工作，
落实复工人员集中单独隔离措施，严防
疫情输入蔓延，鼓励有条件企业“一对
一”定向接回工人，已安排专人专车定
点接回 120 余人直接上岗。梳理复工
复产企业问题清单，实行县级领导包企

“终身负责”制，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
对全市规上企业、重点企业进行逐户走
访，利用手机端开展“不见面”式把脉问
诊，掌握企业复工复产需求以及疫情防
控机制、防控物资储备等方面存在问
题，及时梳理问题清单并逐一销号解
决。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将受疫情及延
迟复工影响损失较大和积极复工生产
的参保企业纳入稳岗返还重点，向 10
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360余万元。

龙井：“1图2表3清单”加快推进企业开复工

北方水稻栽培专家、“三早旱育超稀植”技术研究创始人许
哲鹤研究员退休后仍然关注农业特别是水稻产业发展，为梅河
口市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打造品牌献计出力。图为许哲鹤
正在阅读《吉林农村报》。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自2019年9月25日吉林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吉林省2019年秋冬
季秸秆计划烧除工作方案》以
来，全省各县市根据文件要求，
落实相关政策。特别是3月份
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农民
开始翻地备耕，各县市也根据
自身情况，一方面落实秸秆禁
烧及离田，一方面抓紧时间组
织限烧区域内秸秆焚烧。

3 月 17 日，记者来到东丰
县小四平镇双山村，这里作为
秸秆限烧区，秸秆烧除负责人
张晓菊正在组织农民对秸秆进
行有序焚烧。农民老张一边看
着秸秆焚烧，一边和记者说：

“这两年出台的限烧加禁烧政
策好啊！不然我们农民每年为
了处理这些秸秆真是犯愁。咱
这一大片地每年都丰收，就是
一想到秸秆每年咋处理就头
疼。现在好了，这片区域是限
烧地，堆在地里烧了就可以了，
省事又省心。”双山村秸秆烧除
负责人张晓菊介绍，以前秸秆
都是是禁止烧除，但是有些农
民图省事，偷偷摸摸烧，放完火
就没人管了，除了影响环境，还
容易引发火灾。现在有了限烧
区，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合理烧除秸秆，农民都主动把
禁烧区的秸秆拉到限烧区来焚
烧，保证了禁烧的实施。

东丰县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东丰县根据本县实际情况，
规定从3月17日开始至4月15
日为止，每天10时到15时为烧
除作业时间，涉及到的 7 个乡
镇48个行政村260个自然屯按
照所规定的时间、顺序进行秸
秆烧除工作，每个村都需安排
专人负责，严防发生火灾等事
故，待燃烧灰烬彻底熄灭后，方可离开。

近期气温回升，我省田间仍有大量的剩余秸秆，
如不能尽快想办法科学处置，极易引发大面积的无序
露天焚烧。因此，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全省春季秸秆禁
烧工作调度视频会议，要求各县区积极落实全省污染
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推进会议要求，全面了解掌握各
地秸秆离田、计划烧除和禁烧管控工作进展情况，
做好春季秸秆禁烧相关工作，通过采取强化禁烧巡
查监管、完善工作方案、加强利用科技手段等措施助
力秸秆禁烧，确保全省秸秆禁烧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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