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综合新闻 2020年3月9日 星期一

编辑：莫志超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E-mail: zbs2250@263.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5号 邮政编码：100029 电话：（010）84395001或85815522 传真：（010）85832154 新闻热线：（010）84395089或84395112 每份：1.35元 月价：35.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186号 广告部电话：（010）84395213或84395219 广告总代理：北京华农通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账号：11-042601040011350

“向往的生活”要回来了
——从桐庐县民宿复工看浙江的纾困“三服务”

北京市上线农产品供求
信息发布平台

本报讯（记者 芦晓春）为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的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问题，北京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力量开发并开通了“北
京市农产品供求信息填报平台”微信小程序。
该程序包含3个信息填报模块，生产方可以填报
农产品供应信息和农资需求信息，采购方可以
填报农产品需求信息。

据了解，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每日及时汇总
供求信息填报情况，通过政务网站对社会发布，
方便市民和采购方随时查询，市民可以通过平
台联系购买草莓、蔬菜等应季农产品，采购方可
根据需求联系各个生产方批量购置，为广大农
业生产方和采购方搭建起了一个便捷高效的农
产品供求信息对接服务平台。

山东济南开通农业保险
投保理赔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吕兵兵）为助力打赢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山东省济南市农业农村局
切实发挥农业保险在稳定农业生产、增强农业
抗风险能力中的作用，及时开通投保、理赔“绿
色通道”，推行简化程序、线上服务、产品创新等
举措，确保疫情期间农业保险工作稳定有序开
展，确保农民利益不受影响。

据了解，济南督促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农
业保险承保机构细化工作措施，强化责任落实，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责任不悬空、投保不脱节、理
赔不断档，满足农民投保、理赔需求。要求各地
承包机构在保障员工人身安全前提下，结合县
域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广运用
农险承保、勘验、理赔全流程线上操作办理。同
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发相关优惠扶持保险
产品，全力配合当地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辽宁三沟酒业
慰问抗疫一线人员

本报讯（记者 于险峰）近日，辽宁三沟酒业
开展“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三沟酒业慰问疫
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主题活动。

三沟酒业本次共向阜蒙县、彰武县、义县、
黑山县捐赠慰问品1156份，总价值63380元。“支
持战斗在抗疫一线‘最可爱的人’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社会责任。”三沟酒业董事长吴京耕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三沟酒业捐款捐
物总价值已经达到4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刘伟林）3月2日，记者
从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当日全省线上教学同步开课，
同时针对线上学习有困难的家庭，动员全
社会为学生助力。

据了解，日前，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延迟开学期间中小学校线上开课的
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全省线上教学自 3
月2日同步启动，并对教学计划提出了指
导意见。

据介绍，对既没有网络又没有电视还
没有手机的“三无”家庭，黑龙江省一是要
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协调扶贫、民
政、残联等部门和组织，动员驻村扶贫干
部、乡村党员干部、学校教师开展“一对
一”帮扶，倡导乡村在家大学生积极参与，
为“三无”家庭临时提供智能手机或电
脑。二是要求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在疫情
防控期间可统筹相关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联合网络运营商，为“三无”家庭学
生提供线上学习硬件保障，鼓励号召企业
免费提供相关服务。三是与通信管理部
门以及省内三大运营商合作，给家庭困难
学生每户免费提供20G的流量，解决了贫
困家庭学生上网费用问题，各地各校推送
的课程资源还支持通过回看或点播等功
能学习，确保不同学习条件的学生都能够
做到时时学、反复学。

由于线上教学相对属于新生事物，没
有现成的经验，广大教师也缺乏既有的教
学方式方法，黑龙江省同时要求各级教研
部门加强对中小学线上教学的指导和服
务。加强对教师如何应用信息技术实施
网上教学进行培训和指导；组织教研力
量、骨干教师对线上课程资源进行二次开
发；建设研修共同体，采用片区研修、骨干
研修、学科研修、项目研修和网络研修等
模式，为线上开课提供专业支撑。

黑龙江保障困难学生上网课

□□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本来正月初八就要上班了，但受
疫情影响一直走不成，现在有专车点对
点接送，真是安全又暖心。”在河北省怀
来县金开利来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刚返回工作岗位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阳
区牛庄村村民范如成说。

范如成说的“专车”是怀来县为满
足企业复工复产需求专门开通的“农民
工返岗直通车”。这趟直通车2月23日
从怀来县大黄庄镇出发，日夜兼程34小
时，行程 1900公里，从河南省周口市淮
阳区平安接回返岗复工的17名农民工。

“我们公司年前已经接到大量订
单，如果不能及时复工，会直接影响交
货。”金开利来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杜新齐春节后一直忧心忡忡，不
知道何时工人能够返岗，同样发愁的还
有天海卓成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
责人。

两家企业共有 17名原籍在牛庄村
的员工，过年返乡后，他们均严格遵守
防控要求待在家中。

基于这些情况，怀来县召开专题会
进行研究，决定开通“怀来县农民工返
岗直通车”，采取“点对点”形式接送农
民工便捷安全返工。

从怀来出发后，工作人员吃住在车
上，全程不再停靠，保障自身和农民工
的健康。

“请所有人佩戴好口罩，间隔一米
的距离，有序通过体温监测上车。”带队
的怀来县大黄庄镇人大主席周全功说。

牛庄村村民董生丰已经在外务工
20年，每年春节都会回家过年，没想到
因疫情影响，这次假期被“延长”。得
知开通直通车的消息后，他立即办理
相关手续，准备返工。让他意想不到
的是，在车上还领到了专门为他们准
备的“暖心礼包”，口罩、泡面、矿泉水
等应有尽有。

“我们及早动手，从摸清务工人员
出行需求、组织返岗运输、加强上岗防
护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精心准备，多部
门配合，全力提供‘一对一、点对点’服
务，真正实现了疫情防控与农民工就业
两不误。”怀来县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
张学军说。在开通首趟直通车之后，该
县又为8家企业提供了直通车服务，帮
助3200农民工顺利返岗。

河北怀来往返河南淮阳34小时1900公里——

返岗直通车开到“怀里”来

□□ 本报记者 刘久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减
缓了农民工返岗的步伐。作为劳务输
出地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如何做好农民
工返岗就业工作？如何确保农民工有
活干、有钱赚、有事做？

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
失补回来！在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的前提下，六盘水举全市之力做好近百
万农民工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农民工
的就业工作，一方面着力提高劳务输出
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深挖本地就业潜
力，确保“送出去”有序有力，“留下来”
有岗有业。

为了确保农民工有序返岗，六盘水
市以县为单位，开展“送政策到户、送岗
位到人、送用工到厂”服务，农民工出门
即上车、下车即进厂，确保有外出就业
意愿的农民工“应出尽出”。

自2月中旬以来，六盘水市各地采
取“企业包车”“定制专列”“政企包机”等
方式，解决有外出务工需求农民工的交
通问题。同时，六盘水要求农民工外出
前，必须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体检，开
具健康证明，录入体温等个人身体健康
信息并生成二维码，用工企业可以通过
扫描二维码实时掌握员工健康信息。

“水城经开区在招工！”2 月 14 日，
水城县董地街道双巢村微信群里发布

了一条招工消息。经同村姐妹邀请，有
过外出务工经验的尚艳芬到厂方面试
后顺利入职。“月工资 2300 元，有全勤
奖，还有计件提成。算下来，不比外出
打工收入少。”尚艳芬很满意。

近年来，六盘水围绕猕猴桃、刺梨、
茶叶、食用菌等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农
业产业基地建设风生水起，用工需求量
更大、更多。仅当前春耕备耕，就可提
供阶段性就业岗位15万个。

“我们村有蔬菜基地、茶叶基地、红
香椿基地，这些基地能提供500个就业
岗位。”六枝特区郎岱镇驿陇村第一书
记刘本学发出邀请——欢迎附近村民
来基地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外出”有序有力“留下”有岗有业
——贵州省六盘水市“两头”解决农民工就业难

□□ 杨振辉 康帆 本报记者 张培奇 文/图

“东西送到了，大伙儿来取吧！”3月 1日，在豫、鄂、陕三省交界
处的河南省淅川县疫情防控服务点旁，该县荆紫关镇“外卖哥”李坡
在微信群里一声吆喝，不一会儿，戴着口罩的村民三三两两，分散、
错时来到小货车前，核对订单，微信付款……半个小时不到，油、盐、
面等一车货物均被有序派送到位。

“这里到郧阳县城80多公里山路，而距荆紫关不到1公里，平时
都习惯去那儿赶集了。疫情发生后，出行也不方便，这次多亏了老
李送货上门，价格还实惠。”湖北省郧阳县白浪镇村民王敏提着一兜
东西说。

“我们隔离的是疫情而不是亲情，大家山水相连，乡里乡亲的，
能帮咱就得帮一把！”李坡说，这一车“货”是送给湖北白浪镇和陕西
湘河镇村民的。疫情暴发以来，他每天得往返三、四趟。“装车、卸
货，手都磨出血泡了。”憨厚的李坡伸出手笑笑说。

荆紫关镇与白浪镇、陕西商南县湘河镇接壤，三镇村组交错，群
众往来密切。多年来，白浪镇和湘河镇5万余居民已习惯在商贸发
达的荆紫关镇购物消费。

“为了方便三镇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建立了豫、鄂、陕三省三
镇联防联控机制，牢固树立三镇人民‘一盘棋’思想，在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中，加强协同、精准衔接、相互赋能，充分发挥

‘1+1+1＞3’的效应，协同联动，更好地服务疫情防控，更好地服务
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发展，尽快让更多企业生产运转起来，让主导
产业产能恢复起来。”荆紫关镇负责人介绍。

在接到“三镇爱心互助群”里白浪镇、湘河镇两地的求助后，淅川县第一时间
联系荆紫关镇商户，积极组织配送。“我们每天会根据各地老乡的诉求，分类统
计，列出清单，然后分头配送，不加收一分钱，不耽搁一分钟。”李坡说。

多跑两趟腿，多付出一点，多辛苦一点，换来的是湖北、陕西乡亲们的方便，
在李坡看来，这些都值得。

“湖北人、陕西人和咱河南人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亲，互帮互助见真情。
疫情不结束，咱跨越三省的‘外卖’就不停。”李坡登上小货车，一溜烟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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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雷 本报记者 朱海洋

近日，送走春节后的第一批客人，马
上又要有一对夫妻入住，管家马欣怡内心
暖意洋洋。2月25日当天，马欣怡所在的
民宿与另一家同时开门迎客，是浙江省杭
州市桐庐县所有停业民宿中，最早复工的
两家。说起背后的故事，马欣怡忍不住为
政府的“三服务”点赞。

马欣怡今年21岁，籍贯河南，为了迎
战传统的民宿旺季，自告奋勇选择留守。
这家民宿名叫“蘑菇屋”，是网红节目《向
往的生活》的线下体验基地，尽管去年 8
月才营业，但人气颇旺。过年前，从正月
初一到初七的 9 个房间早已被预订一
空。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打乱
了整个节奏。

春节前后，疫情防控不断收紧。在农
村，除了管好各家各户出行、限制人员流
动以外，如何快速疏散民宿和农家乐的

“入住潮”，同样是重中之重。在桐庐，总

共有 645 家民宿、70 家农家乐，其中高端
精品民宿近100家。过去每逢小长假，几
乎家家都是一床难求。而今年春节，“劝
返劝退”成为当务之急。

梅迎春是桐庐县农业农村局的总农
艺师，具体分管农业产业。疫情防控措施
升级后，他就牵头组建临时工作小组，对
民宿已有的住宿接待情况以及接下来的
订单进行摸排，并确定思路方案：已经住
下的，几日内有序安全劝返；准备入住的，
则一一致电劝退。

“说实话，刚开始，这件事真不好做。”
电话里，梅迎春深有感慨。起初，由于大
家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还缺乏认知，无
论是客人，还是民宿业主，都难免不理解
或存侥幸心理。“没办法，只能做思想工
作，让民宿与客人充分沟通，尽量把订单
延后，这样也能减少损失。”梅迎春表示。

正月初五，桐庐所有民宿和农家乐停
业，总共劝退5000余人。暖心的一幕出现
了，许多民宿业主脱下围裙，戴上红袖章，开

始参与巡查和卡点驻守工作，为一线防疫
人员送点心、送口罩，并且集体约定，疫情结
束后，专门腾出一批免费客房，接待县里出
征湖北归来的医护人员和“战疫先锋”。

桐庐是整个杭州几个疫情防控重点
地区之一。元宵节过后，疫情防控不断出
现好消息，复工复产继而也被提上了日
程。尽管本应热闹的民宿一下变得冷清
寡淡，但大家似乎都没闲着，县农业农村
局还专门组织了几场关于营销知识的直
播网课。

而在浙江省农业农村系统，为了帮助
各个主体纾困，2 月 19 日，浙江省启动了

“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即联村、联企、
联基地，送政策、送技术、送帮扶，落实防
疫、生产、发展任务，全省 1000 余支队伍
下乡助农。此时，桐庐县农业农村局也将
重心转至帮助民宿重新开门迎客。

在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桐庐
专门制订了民宿有序复工的操作指南，并
且连同其它几支服务队，包干几个重点乡

镇，检查各家民宿的员工返岗、物资准备、
网络预订等情况，并送去了爱心防疫物
资。只要业主有困难，服务队都尽量帮忙
解决。

截至记者发稿时，桐庐县已有 200多
家民宿提交了复工申请，几支服务队整日
跑在村里。对于重新开张的民宿，桐庐有
着一系列细致规定。比如，员工每4小时
换一次口罩，对房间定时消毒，客人吃饭
实行分餐制等。

尽管眼下人们还未放开出门旅行的
脚步，但对于疫情结束后注定到来的旺
季，许多民宿业主信心满满。记者从杭州
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正有条
不紊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分类施策、有序推进
复产复工和春耕备耕。针对农家乐和民
宿业，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纷纷制订了复工
指南或导则，桐庐县还计划推出更多具有
含金量的政策和举措，帮助民宿业迎接寒
潮之后的春天。

甘肃华池县五蛟镇：
农民连线专家话备耕

本报讯（封康康 记者 吴晓燕 鲁明）“沈教
授，我想问问，我种的甜高粱为啥产量不高？”近
日，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五蛟镇刘家湾村村民张
家坤通过微信，和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
授沈禹颖现场视频连线，咨询饲草种植技术。

“你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种植密度有
多少？”视频里，沈教授问得十分详细。她分析认
为，张家坤的甜高粱产量不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
是当地纬度高，气候冷，二是播种密度不够，“我建
议你今年播种的时候播得密一些。”

张家坤和专家的这场连线得益于五蛟镇微
信公众号的帮助，春耕备耕开始后，这个微信公
众号也成了镇上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农资购买
渠道的“主战场”。

3月3日，山西省石楼县的111名农民工乘坐专车前往青岛、太原等地返岗复工。石楼县在开展“春风行动”线上招聘的同
时，开通“点对点”服务农民工返岗复工专车，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提供专车运输服务。 本报记者 马玉 摄

本报讯（刘蕾 谭志友 记者 邓俐）
“＠橙诺农业-杨曾＠唐世有：你们俩的
果园，通过施肥系统给树施氮、钾肥，浓度
0.5％浇灌，结果树每株总量尿素 3两+钾
肥2两，小苗每株1两尿素。”

“@刘永刚：每株树撒施1两至2两尿
素，最好用 0.5％尿素+0.5％海澡肥浇灌，
每株10斤至15斤，果园要注意红蜘蛛、蚜
虫和炭疽病的发生及防治。”

往年这个时候，到各省、市果园进行现
场培训和指导的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专家，
今年疫情期间纷纷利用电话、微信群、QQ
群等线上方式，向果农传授管理技术要点、
病虫害防治知识等，利用“互联网＋”助力果
农复产复工。四川自贡市果农感慨：“这下
不再担心了。专家通过互联网一样可以指
导我们，疫情影响不了柑橘产量和品质了。”

在自贡沿滩区，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
专家江才伦及其技术服务团队，根据当地
物候期和果园类别，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春
季技术管理措施，通过微信群对果农及时
指导，加强监督，以实现科学问诊。当前，
该区 3 个示范果园已全部按照专家提出
的技术措施落实到位。

在四川富顺县和资中县，该所副研究
员洪棋斌及其技术服务团队及时与当地
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和果农取得了联系，收

集冬季果园覆膜试验数据，布置春季果园
试验示范方案。

由于许多果农之前都是从事大农业
方向，缺乏果树有关生产经验和技术，洪
棋斌团队建立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种植技
能培训，让果农深入了解种植原理，果农
反馈收获很大。洪棋斌说：“疫情结束后，
将会继续保持线上服务，同时进行实地的
考察和指导。”

2月以来，该所栽培与生理研究专家
团队为异常柑橘果园提供远程技术诊断
和矫治方案，研究员彭良志通过线上平台
先后为广西柳州市柑橘品种更新提供了
新品种信息和技术咨询建议，为重庆奉节
县和四川雷波县编制了《有机脐橙栽培技
术规程》，以及相应的果园管理技术要求，
并及时为奉节县提供脐橙市场动态信息，
有效减少了疫情带来的销售损失。彭良
志说：“2 月、3 月是果园管理种植的关键
时期，我们研究所更要加紧工作，为示范
基地、果农提供技术支持，千万不能因为
疫情误了农时，这是最关键的。”

此外，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专家还针
对不同地方的科技合作任务和内容，分别
对重庆忠县、开州、铜梁、北碚，四川眉山、
丹棱、资阳，湖北枝江、荆门等多地进行了
远程线上咨询和技术指导。

西南大学“互联网+”助力果农复产

李坡（左）在为群众配送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