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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孙学涛 通讯员 武书锋何炜

在扶贫基地的蔬菜大棚里，蒜苗、香
菜、香菇、黄瓜正被一筐筐地采摘；在田地
里，旋转的喷头甩出一圈圈水花；在即将
播种的土地上，耕地机咆哮着……连日
来，我市农村的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
景象，耕地施肥，育苗除草，采摘售卖，物
流顺畅。防控疫情不误农时，春耕生产有
序开展。

战“疫”不忘保春耕，
辛勤耕作抓农时

一年之计在于春。与往年相比，建
安区艾庄回族乡袁庄村今年的春耕生产
有点儿特别：村民戴口罩、不唠嗑，分时
下地，分散干活儿，信息化、机械化手段
齐上阵……

“战‘疫’不忘保春耕，改变的是自我
保护，不变的是辛勤耕作。”2 月 21 日，许
昌学院派驻建安区艾庄回族乡袁庄村的
第一书记陈浩勇说，以前，村民习惯扎堆
浇地，现在，他们电话、微信预约，逐户浇
地；以前，每到春耕的时候村民才会买农
药、化肥，现在，他们村的农资经营户把
年前储备的农药、化肥送到村民家门口。

2 月 22 日一大早，长葛市南席镇杜
庄村第一书记许辉到承包人赵福民的田
地里，先检查工人是否戴好了口罩，然后
一个个测量体温，“一定不要大意，不仅
要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而且要抓紧农时
大干快上”。

疫情防控工作做完，前来干活儿的
工人，有的打药，有的定桩挂网。打药是
为了让草皮长得更好，定桩挂网便于草
皮的根、茎长得更均匀。

“两头都得抓，我每天按你的标准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赵福民对许辉说。赵
福民在杜庄村承包了 100 多亩土地。这
个绿化草坪生产基地是杜庄村的扶贫基
地。这个基地一年能收获两次，带动杜
庄村村民全年累计务工人数在 150 人左
右。

在襄城县颍阳镇盛寨村，该县工作
人员调研盛寨金银花种植项目，助力该

村集体经济发展；在禹州市方山镇逯坡
村“花海油语”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
抢“失去的一个月”……

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我市各地党
员干部坚持“一手牵两头”，在不聚集、不
扎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推动
农业复工复产，做好农民技术指导，抓好
田间管理、花木种植、造林绿化等工作。

只为能行找办法，
不为不行找借口

既要严格防控疫情，又要抓紧农业
生产，怎样才能“两手抓”？

“连日来，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春耕
安全生产，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陈浩勇
说，他们决定，袁庄村对外来人员和车辆
严格管控，村里各条道路的路口都设有
党员“一编三定”疫情防控检测点，疫情
防控工作以“村、组、户”三级联防常态化
推进，春耕生产以本村农户和个人分散
式、错开式开展，严禁外村人员进入本村
务工，防止生产中人员聚集，严防疫情输
入和扩散，确保村民安心投入春耕生产。

为确保农业生产有序开展，袁庄村
开辟了“绿色通道”，并进行登记、消毒。
为解决疫情期间的销路问题，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和致富带头人商议，与市内
运营的蔬菜批发经营商户和乡里超市经
营者联系，让其到村里统一采购；袁庄村
定点扶贫单位许昌学院订购了袁庄村的
蔬菜。

鄢陵县望田镇自 2002 年开始把前
景广阔的辣椒种植业确立为重点发展的
主导产业。目前，辣椒种植和加工已成
为该镇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

为科学指导群众春耕，望田镇加强
领导，科学谋划，组织农技人员到田间地
头了解选种、育苗、墒情等的情况，并现
场普及科学种田知识，指导群众合理施
肥、打药、备播等。同时，该镇通过广播、
微信等渠道，向群众强调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性，引导群众尽量实施机械
化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春耕效率，减少
人员外出。

“农时不等人。我们要求群众下地

干活儿时戴好口罩、分时下地、分散干活
儿等，确保防疫、春耕两不误。”该镇蔡家
村驻村第一书记段华珍说，“咱得为能行
找办法，不能为不行找借口。”

各项措施有保障，
战胜疫情奔小康

“这几个水果大棚，我优先聘用贫困
户务工，预计每年可以带动 2 到 3 人务
工，预计他们每人每年增加收入 4000 元
左右，也算是为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长葛市南席镇古城村二组村民张
新风说，“紧抓农时，今年还是一个丰收
年！”

“疫情对我们种植香菇没有太大影
响。批发商上门收购，解决了很大的问
题，香菇价格比往年略高一些。”2 月 21
日，建安区艾庄回族乡袁庄村拥有 23 个
香菇种植大棚的致富带头人袁建立说。

袁建立利用对外承租的形式，带动
本村 5 户贫困户搞大棚种植，袁乃超是
其中一户。目前，他们 5户均已脱贫。

“脱贫不算啥，今年，我得奔小康。”
袁乃超信心满满地说。

2 月 21 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指出，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
和使命感，把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补上
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确保我
市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以及贫困群众稳定
增收、兜底脱贫，高质量地完成剩余的脱
贫任务。要全面提升“三农”工作质量和
水平，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
高小康社会的成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凝聚推
动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连日来，我市各地想办法、出实招儿，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动力

严控疫情抓农时 扶贫基地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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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农时，
防疫春耕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牛志勇 通讯员
魏伟）“粮为民之本，农时不等人。”
随着天气回暖，襄城县十里铺镇在
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抢抓农时，
积极开展春耕春管作业，拉开了春
耕生产的序幕。

2 月 21 日，在襄城县十里铺镇
侯东村村口的疫情防控检测点，工
作人员忙着对进地劳作人员进行
防疫消毒。群众经过防疫消毒，以
家庭为单位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进
行春耕。农户承包的育苗大棚里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有的忙着
喷水，有的用温度计测量大棚里的
温度。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当下，防疫不能松懈，春耕同样不
容耽搁。目前，襄城县十里铺镇一
方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
积极进行春耕生产，做到防疫、春
耕两不误。

襄城县范湖乡

高效办证促返岗
小型招聘会固民生

本报讯（记者 代玺 通讯员 付
晓娜）“今天俺来办返岗证明，乡政
府对我们外出打工都很支持。平
时办证俺得先到村里，再到乡里，
太麻烦，现在集中在一个地方办，
方便多了！”2 月 22 日，襄城县范湖
乡大郭村外出务工人员师晓锋告
诉记者。据了解，襄城县范湖乡党
委、政府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为全乡务工人员搭建就业平台，
为 8000 多名返乡农民工开辟了便
捷就业通道，为企业复工提供了人
力保障。

范 湖 乡 党 委 书 记 李 卫 权 说 ：
“范湖乡人口较多，每年外出打工
者有 10000 余人，今年回来约 8000
余人。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返乡的
务工人员及时送回岗位。此前，我
们已经为 2800 多人办理了相关手
续和证明，预计当天还会为 1000 人
提供服务。”

据了解，本次集中办理业务将
持续 5 至 7 天，实行证明在网上申
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模式。

范湖乡在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
离襄返岗证明的同时，还邀请 18 家
民营企业举办了招聘会。此外，现
场还邀请 6家范湖乡知名企业（合作
社）带着扶贫产品参加展销会，为有
意留乡发展的群众提供岗位，帮助
贫困户增加收益。

建安区五女店镇敬老院

用爱为孤寡老人
撑起“温暖的家”

本报讯（记者 贾同岭）2 月 23
日一大早，建安区五女店镇敬老院
驻守医生陈耀辉就为老人测量体
温。自 1 月 26 日起，该敬老院实行
全封闭管理，组织 6 名护理人员对
院内进行早晚两遍消杀，每天每个
房间定期开窗通风三次，保持空气
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