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0年4月 日 星期五10 要闻链接 16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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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吉林洮南

圣一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

司农场小冰麦正在播种，预

计从 4 月 1 日到 7 日将播种

400公顷。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袁达 记者 郭小宇报道
3 月 20 日，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
道贫困户尤明厚早早来到林氏绿洲
大樱桃基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今年年初，尤明厚成为了基地的一
名工人，加上他在村里做保洁员的
收入，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这个
收入我很满意，现在家里生活越来
越好了！”采摘下成熟的大樱桃，尤
明厚满脸笑容。

九台区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和尤
明厚一样，收入稳步增加。目前九
台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545户
7126 人，已脱贫 3465 户 6943 人，未
脱贫人口 80 户 183 人，20 个贫困村
已全部出列。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打好这场硬
仗？九台区将坚持补齐工作短板、
紧盯全部脱贫目标，全力打好脱贫
攻坚决胜之战。

精准施策 实行“菜单式”帮扶

客观真实摸清实际情况，及时
发现问题，逐一研究化解。九台区
聚焦当前脱贫攻坚存在的薄弱环
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发力。

从 2 月 27 日开始，区扶贫办组
织住建、水利、农业等13个部门利用
5 天时间，对退出的 20 个贫困村 16
项指标进行了现场核验；从3月1日
起，各乡镇（街）利用一个半月时间
对脱贫人口退出的7项指标逐户逐
人核验，做好问题整改，确保全部达
标……2月以来，九台区“回头看”工
作有序推进，精准检验提升脱贫成效。

在保持原帮扶队伍稳定的基础
上，对未脱贫的80户183人，九台区
全部落实区级、部门主要领导“一对
一”包保，通过协调小额信贷发展扶
贫产业、帮助就地就近就业、落实低

保兜底政策等措施，实行“菜单式”
精准帮扶。同时，加强对贫困边缘
户的动态监测，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预警机制，及时将返贫人口和新致
贫人口纳入帮扶范围。

整合资金 全面拓展产业扶贫

实践证明，产业是脱贫之基。
四年来，九台区以产业发展为抓手，
共使用财政专项资金7238万元，建
设产业扶贫项目80个，实现贫困人
口全覆盖。

上河湾镇特色生态蛋鸭智能化
产业园项目已建设智能化大棚 210
栋，养殖蛋鸭 61 万只，2019 年项目
直接受益贫困人口312户595人，实
现人均分红800元；土们岭街道大樱
桃项目带动贫困村民23人就业，人
均年增收6000元；投入专项扶贫资
金888.5万元，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16个，直接受益贫困人口
3395 人……多年来，一个个扶贫产
业项目在九台落地生根，不仅激活
了农村内生动力，更成为实现稳定
脱贫的治本之策。

今年，九台区将继续加大产业
扶贫力度。已批复的3个扶贫产业
项目必保在5月初前开工建设，8月
初建设完成，产生效益。3月底前，
对扶贫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逐一排
查，确定扶贫产业项目所产生资产
所有权，按规定建立固定资产台账；
4月底前，对资金存在风险、继续运
营可能出现亏损的项目及时终止和
转项，保证扶贫资金的安全和效益。

补齐短板 织密织牢保障网

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
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
标。为此，九台区找准差距补齐短

板，着力提高脱贫攻坚质量。
补齐义务教育短板。落实好贫

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计划，加
强控辍保学，实现除身体原因不具
备学习条件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补齐基本医疗短板。开展贫困
慢病患者“回头看”并实施分类管
理，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将贫困人口全部纳
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范围，稳定保障贫困人口医保待遇。

补齐综合保障短板。在就业扶
贫上，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开发临时
扶贫特岗272个、扶贫公益岗位112
个，解决38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3个
月就地就业的过渡性安置问题。确
保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

九台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冲锋号

本报讯 张力军 报道 通过全省
上下共同努力，截至3月30日，全省
重点农资企业共 251 家，其中 248 家
复工复产，企业开工率达99%。全省
现有农资经营门店 7434 家，开业经
营7062家，开门率为95%。全省已组
织化肥货源 349 万吨、农药货源 2.3
万吨，分别占春耕需求的 94.3%和
95.8% 。 全 省 种 子 平 均 入 户 率 达
82.9%、肥料入户率达 74.5%、农药入
户率达39.6%，均高于去年同期。随
着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组织省外
农资加快购进，可保证春耕生产农资
需求。

针对今年的备春耕生产，省委、
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并出
台系列扶持政策；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和主管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
和指导备春耕生产；农业农村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全力抓好相关工作。

坚决扛起粮食安全责任。2月7
日召开全省农村疫情防控专班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调度视频会议，2月17
日召开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应对疫
情影响扩大蔬菜生产统筹做好当
前农业农村工作视频会议，3 月 3
日召开全省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暨推进备春
耕生产视频会议，对农村疫情防
控、备春耕生产等工作进行全面安
排部署。以 2019 年为基数，向市、
县下达粮食播种面积指导性计划
指标，并将其纳入对市（州）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内容，提高考核指标
权重，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务
必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努力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制定政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制定出台《进一步确保
粮食生产和安全及扩大“菜篮子”产品生产政策措施》，针对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等5个方面，提出了26条政策措施，重点
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特别是产粮大县
全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等主要产品供给。

提早发动加强备春耕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密切关注疫
情形势发展，先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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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
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应对疫情不利影响，早动员、早安
排、早落实，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狠抓重点保障农资供应。为不误春耕生产，省农业农
村厅成立春耕物资保供组，并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
输厅、市场监督厅、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建立了春耕农资保供
工作协同机制，重点抓好农资生产和市场余缺调剂，确保满
足供应。推动农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为 163 个种子、农
药、肥料生产经营企业开具农资保供企业资质证明，畅通农
资运输和营销通道，推进农资下乡进村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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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7日，中华全
国农民报协会和农村新报（湖
北日报农村版）向 40 家会员
单位发出倡议，共同发起“全
国农报一家亲、共推湖北农产
品”宣传推介活动，积极开展

“看‘鄂’了就搭把手，一起帮
湖北带货，为湖北拼一单”活
动，以实际行动帮助缓解湖北
农产品销售难题，为坚决打赢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
三农媒体人应有的贡献。

1月23日始，湖北各地相
继封城封村封路战“疫”，有效
防止了疫情向外扩散，为全国
人民的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巨
大牺牲。如今，湖北疫情防控
态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秩序
加快恢复。经济重启，湖北归
队，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湖
北的要求，也是 6000 万湖北

人对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的殷切期盼。湖北农业、农产
品加工企业，正有序组织复工
复产，粮油、茶叶、香菇、小龙
虾、莲藕等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正待回归全国人民的餐桌。

然而，受疫情影响下省内
流通停滞和省外订单削减的

“双重挤压”，目前湖北大批春
茶、小龙虾、香菇等当季重要
农产品出现了待销状况。截
至 4 月 2 日，湖北累计加工干
春茶 1.4 万吨，待销 5200 吨，
收购加工量、销售量仅为去年
同期的三分之一，到5月31日
春茶生产结束，还将有 10 万
吨左右春茶陆续上市。常年
小龙虾产量约100万吨，目前
全省成品虾存塘量约11.35万
吨，日销 700 吨，销售量仅为
去年同期的 35%。常年干菇

产量 17 万吨左右，已采收干
香菇6.8万吨，因出口受阻，库
存约4.2万吨。

湖北是农业大省、著名的
鱼米之乡、全国重要农产品生
产基地，优质粮油、果蔬、畜
禽、水产、食用菌、茶叶、中药
材等产品行销全国，特色农产
品种类和数量名列全国前茅，
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
目前，全省“三品一标”产品达
4552 个。2019 年，农业农村
部发布 100 个具有代表性特
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湖北
8个品牌入选；全省农产品总
体抽检合格率 98.2%以上，农
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保持
全国前列。

农业复工复产、农产品的
加工销售，是湖北省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的重要内容。解决

好湖北农产品销售问题，对于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促进农
民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
保持湖北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全国
各地三农媒体有责任和义务
伸出援手，为湖北农产品走出
去鼓与呼，让荆楚美味香飘各
地。

吉鄂同心，共抗疫情。即
日起，本报将积极响应中华全
国农民报协会倡议，大力宣
传、推介湖北优质农副产品，
宣传报道本地助销湖北农副
产品情况，引导各网销平台、
经销企业销售湖北农副产
品。在此，也呼吁广大消费者
看“鄂”了就搭把手，一起帮湖
北带货，为湖北拼一单，为最
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一份力。

本报携手全国39家农民报

开展“全国农报一家亲、共推湖北农产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