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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文 文/图

春耕大忙时节，地处祖国西南的云
南省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自治县广大农村，农民们正忙着选种、备
肥、整地、清塘……大家都在抢抓农时节
令，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期待新的一
年迎来更好的收成。

连日来，双江自治县沙河乡允俸村
忙孝村民小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者
们也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刚刚从育秧基
地回来，让你们久等了。”合作社理事长
俸光兵一身泥土，笑呵呵地与笔者打招
呼，“趁这两天天气好，我和理事会成员
抓紧平地。目前，我们共整理土地 8 亩
多，打算过年后全部育上秧苗，这些种苗
可以种植稻谷 1400多亩。”据介绍，忙孝
农民专业合作社下设马铃薯种植、水稻
种植和农业机械3个合作社，分别成立于
2007年、2014年和2015年。如今，合作社
有股东 7人，有社员 1810户，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1054户，合作社产业辐射沙河、
大文、忙糯、邦丙4个乡（镇）。2019年，忙
孝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马铃薯 2700亩，
产量 10260吨，产值达 2052万元；种植优
质稻 1600亩，生产优质稻谷 960吨，产值
达280万元。仅此两项产业，社员户均纯
收入达 1.46 万元，同时还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273户1086人，户均增收1080元。

得知笔者来访，党支部书记李玲特
意从县城营销店铺赶到忙孝合作社。她
告诉笔者，通过多年的摸索、运行，忙孝
合作社已基本建成党支部领导、社员当
家作主，管理科学民主、制度规范健全的
专业合作社，2018年忙孝合作社被评为省
级示范社。“我今年32岁，去年才当选为合
作社党支部书记。我们支部共有43名党
员，包括我在内，大多是少数民族。”李玲
向笔者介绍，支部建设上他们主要采取

“1+4”工作法，即：建强1个党支部，实现带
动合作社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带动
县域产业升级、带动发展集体经济的4个
带动目标。“别看我们李玲书记年纪轻，她
除了做好支部工作外，还负责合作社的电
子商务销售业务。”支部班子成员、合作社
监事长李宗强接过话茬说道。

事实上，从最初的产业协会发展到
现在拥有3个专业合作社，下一步还将新
建水果专业合作社等等，可以说忙孝专
业合作社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回顾这13
年风雨历程，有一个制胜法宝就是始终
坚持党支部的集体领导。在党支部的带
领下，全体社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并总
结出许多过硬的实践经验。在马铃薯合
作社运作上，采取“两化六统一”的种管
经营模式，即：在做好“生产机械化、产品
销售订单化”基础上，实行“统一良种、统
一技术、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包装、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同时，大力推广良

种扩繁和栽培技术，打造“忙孝无公害马
铃薯”品牌，并采取“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订单销售和市场零售、电子商
务方式，产品主销北京、上海、武汉、西安
等大中城市。另外，依靠历年积累的经
营及品牌优势，采取“合作社+合作社”合
作帮带模式，与其他乡（镇）的清平村、小
坝子村、营盘村、陈家村等建档立卡贫困
村的合作社合作发展，推广示范成功的
种管经营模式，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在水稻合作社运作上，采用全程机械化
生产，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十统
一”种管经营模式，即“统一品种、统一育
秧、统一机插、统一测土配施肥、统一病
虫害防治、统一机收、统一收储、统一烘
干、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同时，组织当
地稻农参与合作管理经营，提升水稻质
量，打造“南勐河优质米”品牌，建立电子
商务等网络销售平台，增强产品竞争力
和产出效益，产品近销临沧、大理、昆明，

远销浙江、四川等地。
生产实现科学化、机械化、品牌化是

前提，但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最关键的
环节就是市场营销。通过多年的发展，
马铃薯销售订单合作大户诚信、稳定，产
品已经在“北、上、广、深”安了家，而水稻、
水果市场亟待开发，这一重担当然由党支
部书记李玲来负责。李玲一方面在县城
开设“南勐河优质米”销售点，另一方面在
网上进行推销。年轻人思想活跃，李玲的
网络营销有两个“绝招”：其一是依托别人
的电商平台进行产品销售；其二是运用

“抖音”进行宣传或直播，打造品牌形象，
发掘市场潜力。2017年到2019年，李玲的
年度网络销售额分别为50万元、100万元、
150万元。作为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李
宗强对李玲的业绩非常肯定，他认为这就
是党支部的活力所在，他坚信在党支部的
带领下合作社的发展将大有可为。

“我们沙河允俸坝区已经实现生产
全程机械化，农民的活计相对轻松。”忙
孝专业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俸付江告诉笔
者，“市场营销问题一旦解决，社员们对
合作社的发展信心更足。”劳动强度降
低，收入成倍增长，这就是忙孝专业合作
社叫得响的“大品牌”，也因此吸引周边
村组群众纷纷加入忙孝合作社。

在距县城约50公里的忙糯乡小坝子
村新寨村民小组，由于海拔高，气候冷
凉，这里适宜种植马铃薯。“加入忙孝合
作社以前，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卖农副
产品。”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李祖新高兴地
说，“现在，我们在田边地头就可以完成
马铃薯销售交易。收入增加了，我家彻
底告别了贫困。”李祖新家去年冬季种植
马铃薯 5 亩，收入 3 万余元；夏季在同一
场地种植包菜，收入 1万多元。今年，他
打算种植马铃薯 10亩，现在地块已经整
理完成，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栽种。

双江农民合作社 带活边陲一片春

图为忙孝农民专业合作社机械化春耕现场。

本报讯（记者 马玉）为了更好推进疫
情后的“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近日，山
西省长治市农业农村局将组织全系统党
员干部、农技人员下沉到村、户、企业，开
展“三帮三送三促进”活动，聚焦农业生产
保供、有机旱作农业、农民持续增收、人居
环境改善等发展需求和问题，“点对点”施
策帮扶。

针对活动，长治市成立了服务组，
覆盖 12 个县区，每个县区组建 10 个-20
个进村入企小分队，分别联系 1 个村、1
个农业龙头企业和 1个新型经营主体（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最终组
建形成 200 个小分队、联系服务村、企业
和经营主体各 200 个的“三级统筹、六百
示范”服务体系。

这些服务组将对村、企、经营主体进
行帮扶。聚焦乡村振兴，帮助谋划村级组
织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扶贫开发、农村
人居环境等思路对策，解决村和农户实际
困难。为企业纾困，服务农业企业复工复
产，推进全产业链发展。聚焦产业发展，

服务帮助经营主体解决土地流转、用工、
农资、技术、销售等问题。

同时，长治市开展送政策、送技术、
送服务进村入企到户。服务组将编印
发放“惠农富农政策 100 问”“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 100 例”“乡村振兴典型
100 例”等政策，依托信息、电话平台开
展技术咨询、发布产销、信贷等信息，指
导生产。

在“三促进”方面，服务组将围绕粮食
丰收和有机旱作农业，推广现代农业集成
技术，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
业增效。支持返乡农民就业创业，培育乡
村特色产业，落实惠农补贴，促进农民增
收。推进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厕所革命、垃圾分类、乡村治理等举
措，促进农村发展。

活动展开后，长治市将实行常态化机
制，要求服务组定期进村入企到户，每月
报送问题解决清单，实行问题收集、分办、
督办、销号的闭环管理。活动自今年 3月
中旬持续到12月。

长治市200个农技小分队下沉到村点对点帮扶

公 告
“闽连渔68651、闽连渔68652、闽连渔61029、闽连渔61030、闽连渔

61035、闽连渔61036、闽霞渔04369、闽霞渔04370”等8艘渔船所有人：
因“闽连渔 68651、闽连渔 68652、闽连渔 61029、闽连渔 61030、闽

连渔61035、闽连渔61036、闽霞渔04369、闽霞渔04370”等8艘渔船未
核定船名号、未登记船籍港、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
籍证书的涉渔“三无”船舶，携带违禁网具，擅自下水作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本机关已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台港口渔（渔政）罚决字

〔2019〕109、110、111、112、113、114、115、11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分别如下：没收船名号标写为“闽连渔68651”
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 1顶；没收船名号标写为“闽连渔
68652”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1顶；没收船名号标写为“闽
连渔61029”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1顶；没收船名号标写
为“闽连渔 61030”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 1顶；没收船名
号标写为“闽连渔 61035”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 1顶；没
收船名号标写为“闽连渔61036”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1
顶；没收船名号标写为“闽霞渔 04369”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没收
船名号标写为“闽霞渔 04370”的钢质渔船（三无）壹艘、拖网网具 1
顶。因无法送达处罚决定，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上述8艘渔船
所有人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台
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此期间，不影响行政决定的执行。

台州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
2020年3月27日

□□ 郭明月 本报记者 阎红玉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备耕在即，因为
疫情原因，我们农机技术人员不能够面对
面为您提供技术培训，近期我们将把一些
先进适用的农机化新技术及农业机械安
全操作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微信进行线上
培训，欢迎大家参与学习……”

眼下正是农民备春耕的关键时期，
赵丽娜作为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农机推
广站站长创新工作模式，带领技术人员
提前谋划、提早行动，利用新时代文明实
践“科技科普服务平台”，成立网络课堂，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建立“不见面”的农
机技术服务站，实现农机化专业知识互
联共享。

截至目前，赵丽娜已经组织建立“农
机从业者交流微信群”“基层农技人员能
力提升群”等 4个微信群。累计推送农机
服务信息、农机惠农政策宣传信息等
2312条，网上指导农民、新型农机经营主
体进行农机具检修和保养共 3200 次，推
送新技术、新模式、视频讲座 12 期，培训

农民近 2000人。她还通过网上互动解答
农机化技术难题，让农机化技术交流更
便捷、更顺畅，真正做到了防疫、备耕两
不误。

赵丽娜坚守卡点 20 多天后，又带领
推广站的 15 名志愿者迅速进入“角色”，
赶去支援营城街道 4 个小区 350 户居民
的核查与出入登记工作。“请出示您的出
入证、身份证……”在执勤期间除了完成
登记排查工作外，赵丽娜还带领党员志
愿者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帮助清
理院内积雪、帮老大娘跑腿买菜。就在
前几天，街道有一名从韩国返回的 17 岁
小女孩，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哭，赵丽
娜听说此事后，急忙给小女孩打去电话
进行安慰劝抚，还派专人送去虾条、酸奶
等零食，让异国返乡的她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

活跃在网络直播、奔走在街道小区、
心系在防控“疫”线……这就是赵丽娜的
真实生活写照，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
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情怀，彰显防疫一线
工作人员的大爱与担当。

备耕“女主播”防疫“女先锋”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会同农业农村部糖
料专家指导组，根据不同产区生产特点，研究制定了

《2020年甜菜春季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各产区要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抓好技术培训服务，确保各项技
术措施落实到位，保障2020年甜菜生产稳定发展。

一、播前准备
及时整地，要求达到地平、土碎、地净、地实，满

足不同栽培模式需要。播种前1天-2天进行土壤封
闭处理，可选用 96%精异丙甲草胺乳油防治田间杂
草。备好发芽率95%以上的丸粒化单粒良种。

二、播种及苗床管理
（一）机械精量直播种植模式。采用精量播种机

械播种，要求播行笔直，起落整齐，深浅一致，覆土均
匀。播深在 2厘米-3厘米为宜，不宜过深。播种前
如果地块土壤过虚，要先进行镇压。播种时要边播
种边检查，避免漏播，防止出现断垄现象。播种后立
即进行第一次滴水，滴灌量以30方/亩左右为宜，确保
出苗。苗全后，若杂草严重需进行化学除草，在甜菜
长到 6片-8片叶时进行田间中耕除草等管理工作。
抢墒播种地块，如遇早春大风天气，应采用增加滴灌
带引水或移动喷灌设备等方法及时补水，确保全苗。

（二）机械覆膜膜下滴灌种植模式。春季连续 5
天地表 5厘米地温稳定在 5℃以上时播种。播种和
第一次滴水要求与机械精量直播种植模式相同。甜
菜 8叶期后，进行一次透灌，使叶丛迅速达到繁茂。
播后注意田间查苗，如有虫害发生要及时喷洒农药，
提高甜菜保苗率。

（三）纸筒育苗移栽种植模式
选择背风向阳、地势较高、地面平坦、排水良好

的场所作为育苗场地，搭建塑料大棚，面积较小可扣
小拱棚。选用 5年以上未种过甜菜的麦茬、玉米茬
或土豆茬土地的肥沃表土作为育苗土，育苗土要求
无除草剂残留、杂草种子较少，忌用盐碱土、黏土、生
土和砂土。苗床土300千克加2千克苗床专用肥（总

养分≥32%，N—P2O5—K2O=7—21.5—3.5，有机质
含量 20%）混拌均匀，苗床应用土垫高 10厘米以上，
且平整、轧实，切忌采用“地下或半地下床”育苗。

播种后 7天出齐苗，注意保温，棚内温度白天保
持在 25℃-30℃，夜间 10℃以上。如温度过高要及
时通风换气，防止高温烧芽、棚内缺氧及湿度过大引
发立枯病。尽量不要给苗床浇水，用棚内喷灌的方
法喷洒 25 摄氏度温水进行湿润。苗龄达 30 天-35
天即可移栽，移栽前要浇水，使苗床有足够水分，易
于纸筒分离；移栽前 4天-5天用 0.2%的磷酸二氢钾
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用 2.5%敌杀死 2000倍液喷洒
苗床，防止幼苗移栽到田间后虫害危害。

三、苗期病虫害防控
苗期生长阶段，随着气温回升，田间杂草滋生，

病虫害开始发生，需及时进行防控。
（一）防治立枯病。机械精量直播种植模式可喷

雾防治，膜下滴灌种植模式可随水施药，纸筒育苗种
植模式可苗床喷洒 95%恶霉灵 4000-5000 倍，或用
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8克-16克兑水35公斤喷施。

（二）防控虫害。出苗后要及时防控甜菜象甲、
蛴螬及地老虎。大田播种前，蛴螬等地下害虫严重
地块，直播前将杀虫颗粒剂与肥料混合均匀施用。
大田播种后，如苗期发现甜菜象甲、蛴螬及地老虎危
害严重，采用定向灌根和喷雾防治，也可采用毒饵撒
在行间进行。纸筒育苗种植模式在苗棚可将毒饵撒
在围土上，也可苗床喷雾防控。药剂每亩可采用
10%毒死蜱颗粒剂 1.5千克-2千克，或 3%辛硫磷颗
粒剂1.5千克-3千克，或5%丁硫克百威颗粒剂1.5千
克-2千克，或8%毒辛颗粒剂2千克-3千克。

（三）苗期草害防治。杂草 3叶-4叶期前，采用
16％甜安宁乳剂 400毫升/亩土壤喷雾。一周后，可
再次用 21%安宁乙呋黄 350毫升-400毫升/亩+20%
拿捕净乳油100毫升/亩或10.8%高效盖草能乳油30
毫升-35毫升/亩进行喷雾防治草害。

2020年甜菜春季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糖料专家指导组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 程源 本报记者 程鸿飞

近日，山东省临清市潘庄镇后汪堤
村的扶贫蔬菜基地，一番热火朝天的农
忙景象，满棚硕果累累，茄子、辣椒、西
红柿长势喜人，成为春日里的一道亮丽
风景。贫困户李秀凤正在忙碌着：“自
从有了这个扶贫蔬菜大棚，俺们贫困户
有收入了，生活也有了保障，还有扶贫
收益分红，日子越过越好！”她笑着说。
李秀凤今年 58 岁，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因为年纪大一直无法找到合适的
工作。听说可以给贫困户提供就业机
会，她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干活的地方
离家近，也不累，平时干一些摘菜、掐尖
的工作，一天可以拿到 50 元的收入。”李
秀凤说。

贫困户就业的大棚隶属临清市益生
种植专业合作社，两年前，他们响应国家
扶贫政策，投资180万元，占地90亩，建设
了 10 个蔬菜大棚，聘请寿光农业专家进
行实地考察和规划设计。引进水肥一体
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智能化种植等多项
技术。种植的长茄子、尖椒、西红柿等蔬

菜产品已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蔬
菜售价每斤比市场均价高出 1/3，年销售
收入 200余万元。据了解，2019年该蔬菜
大棚提取扶贫收益12.6万元，全部用来发
放给潘庄镇贫困户，惠及贫困户 224户共
计449人。

“今年，计划再申请扶贫资金，扩大种
植规模，投资建设 10个水果大棚，主要种
植黄桃、西梅、软石榴，并开设分拣车间、
冷库等，继续扩大对贫困户的就业带动作
用。”益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连荣
介绍。“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
下，我们坚持将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相融
合，依托产业发展扎实推进资产收益扶
贫，发挥‘农业基地+就业基地’优势，确保
贫困户在领取分红的同时又可以在扶贫
大棚打工，既拿股金，又挣薪金，拓宽贫困
群众的增收渠道。”临清市委副书记雷启
军说。

截至目前，临清市共有扶贫农业项
目 86 个，总投资 7000 余万元，惠及贫困
人口 10340人，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了有
力保障，为实施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临清市建智能大棚助贫困户村中就业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刘夏
村 魏玉坤）记者 26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近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就近期森林火灾多发情况向各地发
出通报，要求疫情防控期间防灭火意识不
能有丝毫放松，深刻汲取火灾教训，切实
压实责任，消除火灾隐患，稳定森林草原
防灭火形势。

通报指出，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
入春季防火期，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高火
险关键期。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趋缓，春
耕生产、企业复工，加之清明节临近，林
牧区农事用火、民俗用火、生活用火将明
显增加，群众进山旅游踏青人员激增，森
林草原防灭火形势将日趋严峻。仅 3 月
17 日至 24 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办公室共接报处置森林火灾 56 起，因
灾死亡 5人。

通报指出，近期火灾的发生，虽有极

端天气事件增多等客观因素，但绝大多数
是人为原因引发，暴露出一些地方存在防
灭火意识不强、防火责任不落实、隐患排
查不到位等问题；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扑火
处置不及时、组织指挥不力，没有做到打
早打小打了，使小火酿成大灾，严重影响
人民群众安全感。

通报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各地区要加强分析研判，对当前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落
实；压实防灭火责任，加快健全顺畅高
效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体系；强化
宣传教育，推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家庭，增强群众
防灭火意识；加强源头防控，及时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坚决遏制
人 为 原 因 引 发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多 发 态
势 ；做 好 扑 火 准 备 ，细 化 应 急 处 置 措
施，确保扑火安全。

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安排部署
近 期 森 林 火 灾 防 控 工 作

□□ 本报记者 金慧英

红彤彤的苹果、白灿灿的大米、绿黝黝的菜籽油，来自甘肃省武威
市、天水市等地的新鲜农产品，被送到了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每日
冲锋抗疫一线的工作者手中。在这个疫情尤险的初春，温情爱意从热
心企业传递到被扶贫的贫困地区，再向街道抗疫一线工作者间流淌，爱
心在华明街道传递。

一场由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面对来势汹汹
的疫情，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党委办事处第一时间安排部署防控工
作，防疫一线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筑牢了防控铜墙铁壁。他们走村入户、
宣传政策、摸排人员、设卡劝返、监测隔离等，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
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正是他们牢牢守住了抗疫防线，才让社区居民和
辖区企业安心生活和工作。

为了表达对一线防疫人员的感谢和共同抗击疫情的心愿，表达辖
区企业对贫困地区扶贫的支持，天津市东丽区津东颜料厂、天津市汇泉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向街道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网格员等一线工作人员
捐赠了32万元的扶贫农产品。

华明街道于 2005年起，在天津市率先开启城镇化建设，2010年入
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参加捐赠的企业负责人代表张家勇
说：“成长在华明的土壤上，得到街道党委和办事处一直以来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我们也要发挥企业的正能量，表达企业的爱心。”据介绍，此
次参与捐赠的两家企业，始终不忘回报社会、回报华明街道，先后在抗
击非典、1998年和2003年洪灾时期，以及扶贫助困等活动中，捐款捐物
数百万元。这次面对疫情，他们的行动再次感动了华明人。

接受到捐赠物资的网格员魏同艳说：“现在疫情形势虽然好转，但
还不能放松，在这个时候我们受到捐赠，非常感动。这让我们增强了战
胜疫情的信心！”

华明街道办事处主任马超表示：“网格员、志愿者是街道最基层
的工作人员，还有社区工作者，他们在疫情面前夜以继日地为百姓服
务，非常辛苦。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是把脱贫攻坚与关心关爱疫情
防控一线人员相结合，让企业爱心释放出更大能量，让爱在华明街道
传递。”

3月26日，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一家香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人在香菇加工流水线上分拣香菇。郧阳区金
融机构向这家香菇企业发放支农贷款，支持企业对当地农户滞销的香菇进行收购。 曹忠宏 摄 新华社发

天津东丽：企业扶贫助力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