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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贵州省赫章县安乐溪乡战“疫”、生产两手抓——

抢抓农时忙春种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史开云 郑林华

“今年疫情来得突然，从正月初一到现
在，17天总共才卖了1.2万元，比起去年每
天近万元的销售差得太远了。”2月10日，
甘肃陇南市成县广华草莓采摘园负责人贾
飞飞告诉记者：“从前年开始，我承包了成
县广华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0亩土地，接
管了75个草莓大棚。今年草莓长势很好，
本想着今年收回投资后可以挣些钱了，但
是谁能想到疫情来了，草莓卖不出去了。”

新冠肺炎疫情当下，草莓的滞销让贾
飞飞一家人非常着急，但也很无奈。

“不仅贾飞飞种植的草莓滞销、低价贱
卖，全县17户300余亩大棚草莓种植户都
面临同样的问题。”成县广华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负责人尹步东告诉记者。

如何解决草莓销售难问题？成县川坝
地区的蔬菜也即将陆续上市，春耕生产已
经展开，群众的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如何
保障等诸多问题一起提上了县委、县政府
的议事日程。

连日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成县
县委书记李祥、县长李鹏军先后到田间地

头做专题调研，并召集商务、供销联社、农
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就此问题进行商讨。

2月10日上午，针对草莓滞销问题，
县委副书记杨彦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县商
务局、供销联社、相关乡镇积极衔接城区正
常运营的各大超市、门店，优先上架销售成

县本地优质草莓；充分发挥成县电商发展
优势，依托县内多家电商平台，全面开启成
县草莓线上推广活动，通过同城配送的“无
接触配送”服务方式，消除疫情期间用户顾
虑，保证食品安全；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加大宣传力度，做到重点推销，全面打响成

县草莓招牌，保障购买渠道畅通，切实解决
草莓销售难题。

2月10日晚，全县草莓种植大户草莓
销路难出现了可喜的“拐点”，草莓订单量
大幅度增加。

“今天我们平台上线了700斤草莓，并
对城区群众进行无接触送货上门。200个
订单量，不到3个小时就售罄了。”成县陇
小南电商平台负责人赵武强说。

与成县陇小南电商平台一起帮助销
售草莓的还有成县百佳商超社群电商、
同城分享（尚瓜瓜平台）、蚂蚁速鲜等县
内电商平台，他们都以无接触送货上门
的方式让广大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吃到质
优味美、新鲜实惠、安全放心的成县本地
草莓。

成县新润发、五洲、书香门第等城区内
各大超市也直接向种植户订购草莓。

“我们近3天出棚的1000多斤草莓已
经被县内各电商平台、超市订购一空。我
们再也不发愁了！感谢党和政府在特殊时
期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贾飞飞说。

甘肃成县：

线上线下齐发力，草莓销售不再愁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争强

“各位乡亲，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为了
大家的生命安全，请大家自觉做到‘六要六
不要’：一要出门戴口罩，发烧咳嗽要报告；
出门进屋要洗手，发展生产要勤劳……”

在贵州省赫章县安乐溪乡安乐社区，
记者远远就听见大喇叭里的宣传播报。

走进瓦瑶村慧鼎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百合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戴着口
罩种植百合。

“今天来这个基地干活的有24名村
民。”安乐溪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恩元介
绍，“今年全乡计划种植1000亩百合，小河
村那边的100亩已经种下，今天刚开始种
瓦瑶村这边的”。

要保持怎样的种植密度？该如何施用
肥料？从2月8日开始，刘恩元天天泡在
田间地头，深入一线指导村民们进行春耕
春种。安乐溪乡有14个村（社区），10天
时间他就走了8个。

慧鼎合作社属于村级合作社，覆盖村
民63户319人，为了进一步发挥增收作用，
今年已连片种植300亩大核桃，另外的100
亩药用黑豆和400亩百合正在种植中。

合作社种植的时候人员密集，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防控疫情？

安乐溪乡有种植防控“三板斧”：测体
温、戴口罩、控制距离。

“社员们上工前都要测量体温，戴口
罩，上工期间控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安
乐溪乡党委书记蔡明臣说。

除了大喇叭和这“三板斧”，安乐溪乡
还建立了更为“硬核”的疫情防控体系——

“4+N”社会防控网格体系。
“4”，即1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包

村，1名包组干部包组，1名“下沉”干部包
自然村寨，1名村（居）干部、联户长（楼栋
长）包户、包人；“N”，即以自然村寨、小区
楼栋、10户到20户相对集中的联户区域
作为一个网格进行疫情防控，以户为小单
元，以网格为大单元，并建立网格微信群，
将疫情防控宣传、排查、防控、服务等各项
工作落细落实，进行联防联控、群防群治。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溪乡老百姓还自
发组建了宣传服务队，服务队有14辆宣传

车，加上乡、村（社区）两级6辆疫情防控宣
传车，共20辆宣传车，全天对疫情防控要
点、防控知识进行不间断宣传。

来到安乐溪乡小河社区兴坪组坡头
上，蔡明臣指着一大片天麻种植基地告诉
记者，“这个天麻种植基地属于聚民之思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261户1113
人，种植天麻10万袋。到今年11月份，一
袋天麻就可以产生58元的收益，10万袋
就是580万元”。

天麻种植基地里，18名村民正戴着口
罩进行“灌麻”。

“由于种植半夏、天麻等收入高，老百
姓的技术也较为成熟，我们乡便调减1万
亩低效作物种植面积，换成连片种植2000
亩半夏、1000亩百合、1000亩蚕桑、6000
亩药用黑豆套种马铃薯。”安乐溪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周遵龙介绍。
在养殖方面，投资4480万元的30万

羽、面积达55亩的青年鸡养殖场正在建
设，投资460万元、面积达20亩的肉兔养
殖场已建成。

此外，半夏加工厂已完工，天麻加工厂
已获审批，魔芋、苦参、覆盆子等加工车间
接二连三地出现。

为了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安乐溪乡以
“一园两线三板块”为抓手，扎实推动优势
产业发展。“一园”，即小河农业产业园；“两
线”，即财神至安乐溪至河镇线、安乐村至
青山村线；“三板块”，即种植业板块、养殖
业板块、产品粗加工板块。

同时，乡里还鼓励各个村（社区）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种植、养殖、加工上下功
夫，扩大农业附加值，增加就业。

在贵州毕节市赫章县安乐溪乡小河社区聚民之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村民正在栽种天麻。 郑林华摄（中经视觉）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强
化农村补“短板”保障作为今年

“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从资
金、土地、人才、科技、制度五方
面提出具体要求。

把优先保障“三农”投入作
为重大引擎。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优先保障“三农”投入，加大
中央和地方财政“三农”投入力
度，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
业农村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
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
短板相适应。在财政收支形势
趋紧背景下，国家仍把“三农”
作为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优
先保障“三农”投入稳定增长。
可以说，给亿万农民吃下一颗

“定心丸”。
除了财政投入，乡村投资还

来自于金融渠道。要带动金融
投入的积极性，形成多元投入格
局，需要将财政资金与金融投入
有机结合起来。过去家庭农场、
农业合作社这些新兴农业经营
主体没有享受到小微企业的一
些优惠政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专门把这些列了出来。同时要
求保险等金融产品进一步参与
到农业保障中。

把破解乡村发展用地难题
作为政策突破。要发展乡村产
业，不仅要有资金，还要提供“用
武之地”。因为过去的工业优
先、城市优先发展政策，工业、商
业、房地产业等用地很多来源于
农业、农村的土地，而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设施农业、农产品加
工等农村三产融合的富民乡村
产业反而无“地”可用。按照中
央一号文件要求，新编县乡级国
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 10%
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
产业发展用地。省级制定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时，应安排至少

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
重点产业和项目用地。

不仅在指标上作出明确规
定，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将农
业种植养殖配建的各类辅助设
施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而且
明确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
耕地。

把推动人才下乡作为新动
能。只有让人才愿意到农村去，
到农业生产一线去，才能更好地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要培养更多知农
爱农、扎根乡村的人才，推动更
多科技成果应用到田间地头。
畅通各类人才下乡渠道，支持大
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等到农
村干事创业。有组织地动员城
市科研人员、工程师、规划师、建
筑师、教师、医生下乡服务。

推动人才下乡是一项持之
以恒的工作。要进一步健全人
才管理、支持、服务的体制机制，
调动广大农业农村人才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把强化科技作为基础支
撑。实现产业兴旺，需要科技支
撑，保障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走
科技兴农之路。要加强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部署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抢占科技制高点。加
强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大力实施
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实施国家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推进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当前，要强化农村补“短板”
保障措施，一定要重视改革的强
大动力，抓好农村重点改革任
务。要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激
发内生发展动力，让农村资源要
素活起来，让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创造性迸发出来。

五方面着力

强化农村补“短板”措施
□ 刘 瑾

“最近新下的羊羔有多少？成活率怎样？牛羊有没有生病？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你们要搞好个人防护，有什么困难及时跟村里说。”
这几天，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伦台镇，副镇长朝鲁孟
忙着了解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确保牧民的困难和诉求能够在第一
时间得到解决，缓解疫情防控下的畜牧生产压力。

作为和静县的牧区乡镇之一，当前正值接羔育幼期，巴伦台镇一
手抓接羔保育、畜牧防疫，一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避免牧民的
经济损失，镇里安排兽医站干部和村级防疫员定期前往各放牧点为
牧民开展畜牧防疫和养殖指导，第一时间为牧民免费治疗生病牲畜。
朝鲁孟说，春季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时期，由于各项保障措施及时有
力，今年，巴伦台镇接羔保育工作开局良好，为畜牧业丰产、牧民增收
奠定了基础。

为保证牧民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巴伦台镇组织各村定期收集牧
民的物资需求，由村干部采买物资送上门。包格旦郭勒村村民桑加
拉说，疫情期间出行不方便，这几天家里断了燃煤。“跟村里反映问题
后，村干部很快就为我家送来了1吨煤。”

这几天，在博湖县本布图镇再格森诺尔村，种植大户吴登云戴
着口罩为钵盘中的菜苗浇水。暖棚的不远处，是村里的党员义务
防疫检测岗，4名党员正在登记过往车辆信息。为做好春耕生产，
博湖县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逐村逐户落实
防控措施，全面织牢疫情防控网。全县5个乡镇分别组建农业生产
和畜牧业复产工作机构，科学有序地引导农牧民投身春耕生产，做
到疫情防控与农业农村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推进”。为保障春
耕生产的农资供应，博湖县各乡镇一方面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帮
助种植户订购种子、肥料及农膜等农资，由工作队、村干部和党员
配送上门，一方面安排农技人员通过喇叭、电视、手机等载体，把种
植技术落实到户到人。

新疆巴州：

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产
本报记者 耿丹丹 通讯员 尹 可 安栎羽

贵州省赫章县安乐溪乡在竭力保

障全乡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前提下，把群众的增收需求放在第一

位，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带领群众在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情况下，不误农

时，搞好传统种植与特色种植产业发

展，抢抓春耕春种，持续推进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

甘肃陇南市
成县广华草莓采
摘园负责人贾飞
飞一家在采摘草
莓。

张平良摄
（中经视觉）

新疆和静县巴伦台镇安排兽医站干部和村级防疫员定期为牧民
开展畜牧防疫和养殖指导工作。 安栎羽摄（中经视觉）

山东汶上县：

疫情给我们上了堂“市场课”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胡克潜

在山东济宁市汶上县军屯乡大大小小
的山头环抱中，一大片温室大棚十分显眼，
这里是丰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
地。在20℃的温室大棚内，一股清新的蔬
菜香味扑面而来。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营造成的影响不
大，平均每天出菜5000多斤，不愁卖。”该
公司经理刘勇正在植株间查看蔬菜长势，
他告诉记者，公司建有大棚53座，种植蔬
菜20多个品种，主打绿色无公害高端蔬菜

品牌，固定客户发展到500多家，超市客户
发展到6家。

“目前，我们每周五集中配送到固定客
户家门口。因为客户稳定，所以经营基本
没受疫情影响。”刘勇说，几天前，公司还向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捐赠了近
8000斤新鲜蔬菜。

在位于汶上县郭楼镇古城村的翔鑫农
业科技种植有限公司的草莓大棚门前，公
司负责人徐建华守着收获的草莓发愁地

说：“往年主要靠游客采摘草莓进行销售，
今年因为疫情，根本没有游客光顾。”

徐建华一共有27个大棚，其中两个最
大的棚是他在去年尝到采摘草莓销售的甜
头后，投资40多万元新建的立体大棚。“草
莓每天都要摘，不能眼看着草莓烂在地
里。”徐建华说，为了让草莓晚些成熟，他用
被子遮住阳光降温，把大棚捂了两天。后
来，女儿徐欣欣出了个主意：“要不咱试试
微商吧！”“100元起售，平均每斤不到17

元，每亩地比去年少挣1万多元，但总比烂
在地里强。”徐建华说。

为了让每天采摘的草莓尽快出手，徐
建华费尽了脑筋。每天上午9点工人下地
采摘时，他都让女儿录上一段小视频发到
微信朋友圈。

据了解，郭楼镇今年近300座草莓大
棚也都面临着与徐建华一样的难题。为了
帮助果农解决销售难题，镇干部一边做好
疫情防控，一边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帮助果
农推销草莓。目前，镇蔬菜协会也通过各
种方式帮助果农推销产品，全镇日销售草
莓达2000多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群众的
损失。

“这次疫情给我们上了一堂市场课！
今后要改变经营方式，既要抱团发展，实行
种植、销售一体化，开展订单农业，建立稳
定的客户群，也要延长产业链条，尝试深加
工，防止草莓积压。”徐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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