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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上思县
二妹家庭农场钟情种养循环

王俊凯、胡小华夫妇创办的二妹家庭农场位于广西上思县那
琴乡排柳村。走进农场果园，沉甸甸的红香橙压弯了枝头，空气中
弥漫着成熟的甜蜜。

“今年我们果园的红香橙预计产果5万公斤，产值能有30多万
元。”王俊凯介绍，果园大丰收，离不开夫妻俩的辛苦劳作。

2016年，王俊凯、胡小华夫妇在排柳村向当地村民租下103亩
荒山，创办二妹家庭农场。通过种植果树、林下养鸡、鱼塘养鱼养
鸭，发展循环经济。

“我们种植了103亩红香橙，同时还有20亩鱼塘。今年果园放
养了3000只鸡，利用空闲田和鱼塘养殖了5000只香鸭。还利用沼
液、沼渣进行生态种养。”王俊凯说。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经过3年多的精心管理、
科学种养，二妹家庭农场已初具规模。夫妻俩还成立了那琴乡群
鸿种养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周边10多户村民种植红香橙。

“家庭农场管理平时有4-5人，到果树需要浇水、施肥、收果的
时候，我们就聘请周边村屯的 10多名贫困户，增加他们的收入。”
胡小华说。

为帮助贫困户增收，王俊凯、胡小华夫妇不仅聘请贫困群众到
家庭农场就业，还鼓励100多户贫困户放养那琴香鸭，每年帮助每
户销售50-100只香鸭，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黄宝思 刘芳

安徽凤阳县
扎实推进春季麦田管理

“现在气温升高，我们的 1.2 万亩淮麦 44、鲁研 148 小麦的除
草和病害防治同步进行，每天可以喷防 700 亩左右，有助于保全
苗、促壮苗，推动冬小麦苗情转化升级。”正组织员工对小麦开展
春季田间管理的安徽省农垦集团凤阳方邱湖农场相关负责人胡
守增说。

在凤阳方邱湖农场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边，工人正忙着装
卸肥料、配制除草药剂，植保和施肥机械在麦田里驰骋。截至目
前，凤阳方邱湖农场 1.2 万亩小麦已有 8000 多亩完成除草和施肥
作业。

春争日，夏争时，麦田管理正当时。凤阳县是产粮大县，小麦
种植面积在 80 万亩以上，抓好春耕生产对于夺取夏粮丰收、增加
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期，随着气温攀升，凤阳县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小麦田间
管理进入除草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凤阳县在全面落实全天
候、无缝隙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早谋划、早发动、早安
排，以麦田管理为重点，毫不放松地抓好春季田间管理。同时，组
织农业技术人员认真开展春耕备耕调查、农资市场检查等工作，并
从落实生产计划、农资储备和协调落实资金三方面统筹开展春耕
备耕工作。 韩延龙 戴明

山东鱼台县
电商产业园带来新变化

近日，山东省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的电商产业园内，整齐码放
着一袋袋包装精美的面粉、挂面和一摞摞打包好的快递箱，整个车
间宽敞明亮，功能分区精准明确。虽然春寒料峭，但工人们的工作
热情丝毫没有减弱。

伴着电脑消息提示音，电商客服电脑屏幕上弹出消息框：“亲，
咱们这个小麦粉味道如何？”“我们这个品牌的小麦粉劲道有韧性，
健康无公害，老少皆宜，亲可以放心下单。”客服们忙着回复客户的
消息、介绍产品特性，不大的房间里，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听到消息提示音，我就立马切换到工作
状态，第一时间给客户回复。双十一、双十二搞活动的时候，我一
分钟能回复20多个客户的消息。”家住王鲁镇排王村，今年41岁的
客服吴艳红十分骄傲。当时听说王鲁镇物流产业园招客服，她就
踊跃报名，经过培训后上岗，既能增加收入又能照顾家人，她感觉
很满足。

客户下单后，就有专门人员打印快递单，把客户下单的商品封
装，动作娴熟，有条不紊。正在封箱子的樊月平激动地说：“咱这个
物流产业园真是方便了老百姓，带动了我们农村留守妇女就业。
我就是附近村庄的，来这里一天工作5个多小时，也不耽误接送孩
子，月月都有到手的工资，感觉特别开心。”说话间隙，物流车开始
装运打包好的快递箱，运往全国各地。

自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落地以来，鱼台县整合县
域内现有配送资源，开发应用县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建设集仓
储、运输、分拣、配送、信息集散等功能于一体的县级公共物流配送
中心，形成集聚效应。延伸服务链条，实现仓配一体化，提高电子
商务企业与快递物流企业供应链协同效率，着力打造了区域公共
品牌——“食尚鱼台”，为鱼台大米、鱼台龙虾、鱼台毛木耳、鱼台甲
鱼等优质农产品赋能。把资源优势转化成市场优势，把口碑优势
转化成品牌优势，把品质优势转化成价值优势，推动鱼台电商项目
的高效发展。 王艳芬

□□ 本报见习记者 孙莹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2月10日，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下发通知，围绕春季农业生产提
出八条措施，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抓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不误农时抓好春耕
备耕，确保小康之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农时不等人。早播旺长麦田要控制旺长
防倒伏，长江流域的油菜要增施薹肥促春发，
冬春蔬菜要及时采收、适时倒茬，果园茶园要
加强肥水管理、除草修剪……在这样一个关
键节点，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如何一手抗疫情，
一手保春耕的呢？

农机变身
勇当“消毒先锋”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家乡做
点事情，我们每天早上 5 点多就开始工作，一
直持续到晚上六七点。早餐、午餐都比较简
单，一碗泡面或者一个面包就解决了。气温
低，户外作业特别冷，确实是比较辛苦的。”河
南省新乡市原阳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公司总
经理李海鑫介绍，1月 30日，他在当地合作社
社长、农机师微信群里发出组建疫情防控先
锋队的倡议书，很快得到49名合作社社长、农
机师的积极响应。先锋队迅速成立，快速投
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乡镇农村的大街
小巷，一台台农药喷洒车变身“消毒车”，喷
洒 84 消毒液，“硬核”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屯
留区有 21 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拥有大
量大型农机具，全区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
86%。“我们屯留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有
自己的微信群，大家每天都关注疫情发展，
共有 15 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主动报名
义务参加疫情防控，共提供了 21 台大、中、小
型农药喷洒车。”屯留区农经中心主任侯学
增介绍。

“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发展，特别揪心。
特殊时期，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齐心协
力，加入这场战斗中来。”疫情发生以来，安徽
省宿州市萧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公司总经理
包东风迅速成立消毒队伍，组织近 30 位优秀
农机师，出动15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每天对
黄口镇、马井镇、祖楼镇、大屯镇、赵庄镇、杜
楼镇等100多个乡镇的道路进行消毒作业，平
均每天喷洒3万斤的消毒液。

“我不是医生，不能消灭病人身体里的病

毒，那就做些简单的事儿，给村庄消消毒，让
父老乡亲都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虽然连
续工作会感觉有点累，但想到大家看到我们
的消毒队伍之后会安心、踏实很多，就觉得值
得。我们会一直坚持，直到疫情结束。”张永
是萧县金丰公社的一名优秀社长，得知包东
风在组织消毒队伍，他第一个报了名。

科技赋能
实现“无接触种地”

“通过丰信平台，农户只要有一部手机，
就可以做到足不出户知农事、买农资、用农
机、看农田、问专家、享优惠、卖产品。”山东丰
信农业服务连锁有限公司负责人董金锋介
绍说，农户通过手机注册丰信之家，丰信平台
就能根据地块信息智能设计出全程托管方
案，并定时向农户推送农事提醒。

“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平台上自
由选择对应的产品下单订货，对应订单的农
资供应厂商或经销商则根据指定地址配送，
双方不接触。”董金锋说，“农机也是一样，农
户自选服务组织、农机手等下单，农机手根据
约定的时间到农户地块完成作业，并记录作
业内容，通过手机发给农户进行评价、确认。”

近日，中化化肥分销东北大区线上直播

会上午 9 点准时启动，经销商、种植大户等合
作伙伴一起在直播间探讨当前疫情对农资经
营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联合发力保春耕。中
化化肥分销东北大区已组建47人的专家网络
直播营销团队，设立小区域经理、技术经理以
及省级技术专家，在线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
导和营销服务。

在河北，中化农业的工作人员则通过田
间现场直播的方式，为种植户答疑解惑。一
个小时的直播，最高峰有 4000 多人同时观
看。农户在线询问小麦苗情、用肥、用药及管
理知识，化身主播的农艺师们一一解答，为农
户进行线上技术指导。

“通过微信、农保姆等信息化平台和工
具，全面强化线上服务支撑，弥补线下服务的
不足，及时有效解决广大社员对技术服务的
需求。”山东思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作物专家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案指导
生产，运营经理和客服专家等不同维度的服
务人员密切配合，保证生产稳定。

服务农民
做好“后勤部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又到四川省蒲江县丑柑
和蒲江雀舌的上市季节。由于茶叶和柑橘采

摘需要大量人力，而当前人员聚集又存在一定
的风险，怎么进行安全采摘便成为头等大事。

于是，四川省蒲江县农业农村局采取了
“村（社区）‘两委’+专业化服务组织+农户”的
模式，推荐了一批管理规范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名单，并详细注明了服务组织联系人、
电话号码和服务内容。在村（社区）‘两委’的
协助下，将疫情防控和适时采摘紧密结合，有
效缓解了眼下用工难的问题。“采果、修枝嫁
接、飞防，服务组织都能帮我们完成。”柑橘大
户王智斌说。

不仅如此，当地党员干部和乡贤能人有
序组织返乡农民工和闲置劳动力组建了“采
果队”“修剪队”“包装队”“采茶队”等各类服
务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错时间、错区
域开展作业，拓宽了群众的收入渠道。

虽然物流受阻，但中化化肥基础肥山东
大区奋战春耕的脚步并没有停歇。基础肥事
业部利用线上“肥易通”平台，与中储智运联
手解决农资物流问题。线上线下组合发力，
疏通农资供应链，并承诺不跟风涨价。公司
要求全体成员密切关注工业客户复工计划及
农业种植用肥进展，快速响应每一笔订单。

“公司有近10万亩的托管地块，我们在做
好防疫工作的基础上确保农资、农机服务和
饲料玉米收购、配送工作的及时畅通。”山西
省朔州市宏远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喜胜介
绍，“目前的困难主要是交通不畅，上游农民
卖粮难，下游饲料短缺。”

为了更好地解决饲料玉米的收购、配送
问题，公司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了限时“饲料
玉米配送通行证”，派工作人员与公司下属站
社沟通，利用站社能人协助收购成员的玉
米。“公司要求‘三定’，即定人、定车、定点，确
保收购工作安全、有序。”王喜胜说，复工以
来，公司共收储玉米4000余吨，并释放前期收
储的2000余吨玉米，分别派送至云南、四川等
饲料加工企业。

“化肥、种子、地膜、农药，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公司积极组织货源备战春耕。”王喜
胜介绍，“各类犁、旋耕机、播种机、撒肥机等
机具已经组装完成80%，并利用公司下属站社
进行了点对点的配送。”

农安天下安，安农安天下。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社会化服务组织秉持服务的
理念，为防控挺身而出，为春耕披甲上阵。致
敬奋战在这场战“疫”中的每一位英雄，我们
无法握手，但始终并肩！

社会化服务关键时期显身手

农机变身“消毒车”“线上种地”抢农时

一畦畦青菜翠色欲滴，一根根黄瓜、豆角挂
满藤架，一丛丛香葱、蒜苗散发出阵阵清香……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
县营盘镇沧东村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
里一片绿意盎然，30 多名工人穿梭于碧绿菜田
间，采摘、剪蒂、打包，一派忙碌景象。

“这两天订单比较多，乡亲们加把劲，我们一
定要按时出货。”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刚边把打包
好的蔬菜装上车，边给工人加油鼓劲。

“我们一个也不敢偷懒，大家都等着你发大
红包呢。”工人们诙谐地回话，菜园里一片笑声。

30岁的杨雪刚是沧东村人，高中毕业后，一
直在外打工。2016年，怀着为家乡发展尽力、助
力乡亲脱贫致富的梦想，带着多年打工的积蓄回
乡创业，开办了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截至
目前，合作社共有400余亩蔬菜、90亩桃树，一家

能同时接待 20 余人住宿、90 余人就餐的农家
乐。合作社有 2名技术工，每月工资 6500元，固
定用工30余人，每月工资2000元以上，每年使用
临时工1600人次。

合作社经营范围包括游客食宿接待，蔬菜种
植、蔬果苗培育及销售，生态鸡、生态猪、生态鱼
养殖，是集农业休闲观光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绿
色生态庄园。蔬菜除销往兰坪县各大企业、学
校、菜市场外，还销往泸水市以及大理等周边州
市，每年销量达350吨。

大水塘村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村民素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但由于种
植分散、管理粗放，经济效益很低。泰泉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后，从农户手中统一流转土
地，化零为整，优化种植品种，规模种植，让农
民变身工人，实现了合作社盈利、村民家门口就

业的增收目标。
“当初我选择回乡创业，就是想通过绿色种

植、养殖业带领乡亲一起增收致富。”杨雪刚说，
他回乡创业是看中了大水塘村发展农业的有利
条件，他要充分利用好当地优势资源，发挥合作
社最大作用，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50多岁的大水塘小组村民蔡五花家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两年前，丈夫不慎摔倒，落下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失去家庭支柱的蔡五花，一边照
顾丈夫一边种地谋生，日子过得很困苦。杨雪刚
得知情况后，到蔡五花家看望慰问，并主动邀请
蔡五花到合作社工作。

“在合作社里上班，按月拿工资，每天按时上
下班，还包吃两顿饭，收入比以前好多了。”蔡五
花算了一笔账，她把自家 4 亩地流转到合作社，
每年收入 2800 元，合作社每个月给 2000 多元的

工资，年底还有一笔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年收
入近3万元，生活状况改善了不少。

像蔡五花这样年龄偏大、不能外出务工的贫
困妇女，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有30多人。

为解决蔬菜种植管理技术难题，提高工人工
作能力，杨雪刚专门聘请了一名蔬菜种植管理技
术指导员，负责传授各类蔬菜育苗及种植管理技
术，推动蔬菜优质高产，让更多贫困妇女掌握种
菜技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我把工资积攒起来了，等我儿子从厨师学
校毕业，给他开一家饭店。”

“在这里工作，活儿不累，收入稳定，还能照
顾家里，这份工作给我的帮助很大。”

暖暖的太阳照耀着蔬菜基地，工人们一边开
心地聊着家常，一边忙碌着手中的活儿，一切都
充满着生机与希望。 李寿华 程玉莲

□□ 袁达 李社潮

“这两天气温逐渐升高，春耕生产作业马上就要开
始了。今天的农技大讲堂，我就给大家说说怎样保证
免耕播种机的播种作业质量。”从立春开始，每天 8 点
30分，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兴隆街道德强种植业家庭
农场负责人潘丙国的“农技大讲堂”就会在微信群里准
时开始，带领农民一起在线上筹备春耕。

“按照往年惯例，过了年就要备耕了。但今年比较
特殊，大家都留在家里，不能出门采购农资。”潘丙国是
个“老庄稼把式”，春节后有很多农民通过微信向他请
教，即便闭门不出，大家也能学些农业技术。

“为什么不建个微信群，集中和大家交流备耕信息
呢？”说干就干，潘丙国立即成立了“2020年保护性耕作
种地”微信群，重点围绕保护性耕作技术进行讲解、交
流。讲座每天确定一个主题，由潘丙国主讲，农民们可
以随时提出问题。

为了使技术指导更专业，潘丙国还邀请农业、农
机专家入群，提出指导意见。同时，他还把农资、农机
经销商请进群，提前统计每家的农资需求，一旦可以
送货上门，就直接送农资、农机到户，解决农户的后顾
之忧。

如今，这个群已经吸引了近200位农民加入。“老潘
建这个群真及时、真有用。虽然我待在家里，但农业新
技术也学了，农资也订购上了，啥事儿也没耽误！”兴隆
街道小荒村农民丁大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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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当地乡镇街道义务消毒。 资料图

泰泉合作社 绿色种养富乡邻

湖湖南隆回县南隆回县油菜基地花绽油菜基地花绽放放

日 前 ，湖 南 省
隆回县北山镇易洋
村的 300 亩油菜基
地里，嫩黄的油菜
花竞相开放。近年
来，易洋村集中连
片种植油菜 300 亩、
桃树 50 亩，实现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

“双赢”目标。
罗理力 徐文 摄

湖北宜昌市
第一锅春茶献给战“疫”医疗队员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园林茶叶专业合作社
里，随着理事长望开生早春茶芽炒制最后一道“提香”工序的完成，
宜昌今年第一锅春茶在太平溪镇正式上市。

“我们要把早春里的这一篓茗香献给在前线奋战的医疗队员
们！”望开生动情地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合
作社更要带领好社员支援这场“战斗”，科学组织好特殊时期的春
茶生产工作。

“春茶不开园，是我们茶农最担心的事。”社员胡学美说，天气
放晴，气温回升，茶树萌发新芽，又到一年采茶季。“接到了合作社
开园采茶的通知，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一大清早，胡学美
就戴上口罩和手套，拎起茶篓来到早茶基地采摘茶芽。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不误农时，太平溪镇严格遵守相关要求，
成立春茶开园工作领导小组，科学制定春茶开园实施方案。规定
了开园时间、区域和茶厂复工审批流程，制定完善了鲜叶采摘、收
购转运、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平台和后勤保障等 6个关键环
节的生产标准。同时设立生产指导、防疫督导、秩序管控、日常巡
查和综合执法等5个工作小组，有序开展春茶开园的各项工作。

“此次率先开园的 1500 亩早茶基地，是我们自主选育的靖江
溪 1 号和 2 号早茶品种。”望开生介绍，太平溪镇是“湖北早茶之
乡”，拥有峡州碧峰、峡江早茶、云雾毛尖等茶叶品牌。

李宜锋 张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