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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江 本报记者 高文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永安镇
大安村，山岭之上到处都是油油新绿，田
间地头，人们挥舞着锄头忙着新一年的
播种……

一个月前，村民王凤金找到了一份
新工作：道路保洁员。工作不累，固定收
入，这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件幸事。

动态识别精准施策

50 岁的王凤金家里还有 82 岁的父
亲。王凤金原本在外务工，一年收入也
就 1 万多元，在大安村属于最困难的家
庭。2019 年 12 月，王凤金因意外摔断了
腿，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春节前，大安村农户临界贫困预
警专员刘成在走访时发现，王凤金家中两
个人仅靠着每月504元的低保金生活。刘
成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永安镇人民政府，
并帮其申请公益性岗位。经过批准，2月
初，王凤金正式上岗，每天负责把进出村
道打扫干净，每个月有600元的收入。

“考虑到他家有 82 岁的老人需要照
顾，他的身体又没完全恢复，所以给他落
实公益性岗位，每天扫扫地，也不用太
累。”永安镇政府扶贫办负责人鲁佳佳告
诉记者，再过几个月，之前帮王凤金家栽
的佛手柑和葡萄就要开始挂果了，这几

个月他可以靠着公益岗位的收入和低保
过日子，等到瓜果收获后，他们家的日子
就能更好了。

“之后就不出去了，可以在家门口
工作，还能照顾家中的老人，现在又种
了水果，肯定比出去打工轻松多了。”王
凤金说。

王凤金的困难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
决，得益于北川县的农户临界贫困预警
处置机制。以各乡镇为主体，村组为单
元，网格化对农户临界贫困进行监测。
每村设置一名贫困预警处置专员，整合
帮扶单位、驻村工作组、帮扶责任人等帮
扶力量，这样能及时准确发现和掌握网
格内农户家庭出现的突发性困难和问
题，再根据触发贫困预警农户的问题解
决难度，按照“帮扶人优先处置-村镇统
筹处置-县级综合处置”的流程分层进行
处置。最后，通过采取产业就业扶持、低
保兜底、公益性岗位、医疗救助、基金救
助、大病保险等措施，使临界农户达到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
截至目前，北川已分级分类处置临

界农户 106户 285人。其中，乡镇综合处
置 48 户 130 人（仍需继续常态化监测 11
户34人）；县级综合处置58户155人。

聚焦产业助农解困

2月中旬，永安镇分水村驻村工作组

组员杨小海发现了一个棘手的情况，该
村李家土鸡合作社受疫情影响，14 个圈
舍的窑鸡、茶花鸡滞销了。成都、贵州、
重庆的那些买家都来不了，合作社也没
办法把鸡拉出去。

“上万只鸡都滞销了，这带给合作
社的冲击是巨大的。”预警专员告诉
记者。

“这种情况下也找不到大客户，只能
尽量帮他们挽回损失。”工作组将情况反
馈镇上的同时，也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开
始扩散消息。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按照
6-8元的单价卖出了9圈鸡。

“如果没有政府帮忙，我们可能亏得
更多。”合作社社员、村民李再奎说，“这
批鸡卖不出去，我们就没有办法养下一
批鸡，每天还要投入成本，这样就会越亏
越多，以低价零散的方式卖一些出去，我
们才有办法周转。”

李再奎说：“我们 30 个人在 2014 年
通过流转土地成立了李家土鸡合作社，
这次虽受到疫情冲击，但是我们的信心
没有因此被击垮，现在只希望鸡市行情
能够尽快恢复，让养殖业主们能够尽快
回血。”

社会帮扶筑牢屏障

在永安镇，李家土鸡合作社不是第
一个受到疫情冲击的合作社，除了帮他

们找销路外，如何帮助这些合作社渡过
难关？2月底，永安镇人民政府与北川羌
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一份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全域产业发展规划
和群众创新创业发展需求，双方共同研
究和推行发展策略，将镇政府规划或鼓
励发展的主导产业及重点项目作为支持
重点。信用社为永安镇辖区内符合协议
标准的项目授信总额3亿元，单户借款最
高可达 1000 万元，企业最高可达 3000
万元。

有效防止农户因突发性原因致贫
或返贫，北川县利用好东西部协作扶贫
和社会力量，多方争取外部资金，通过
中国社会扶贫网等众筹平台，为部分预
警农户募集社会扶贫资金，将部门及社
会捐赠到村的帮扶资金设立村级公益
帮扶基金，对困难群众提供帮扶救助。
2019 年扶贫日捐款中，有 88156 元定向
用于帮助 99 户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
难题。

为确保全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道路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北川县还
将财政涉农、东西部扶贫协作、资产收益
扶贫等投入建设的项目资金，以股权的
形式量化给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户，为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临界低收入群体
购买“精准防贫保险”，筑牢“两不愁三保
障”屏障。

分类处置 不漏一人
——四川北川县建立“返贫预警”机制织密“防返贫网”

本报讯（余爱华 记者 朱海洋）在按
下“暂停键”后，“陌上归人”民宿客栈的
主人叶柏青开始逐渐恢复往日的繁忙。
自 3月18日重新营业将近两周来，民宿迎
来了 20 多位客人。与往常不同，现在客
人们用餐采用的都是一人份营养套餐
制。连日来，记者采访发现，在浙江丽水
各地的民宿和农家乐中，“分餐制”正蔚然
成风。

叶柏青的民宿地处龙泉市宝溪乡溪
头村，总共11个房间，最多可提供45个餐
位。以早餐为例，过去，客人们围着大桌
享用，如今实行“分餐制”后，并没有繁琐
许多，反而显得更为精致。有 3种套餐可
供客人自由选择，五六个青瓷小碟装着各
色吃食，有土鸡蛋、五谷杂粮、当地时蔬
等，外加一小碗米粥。

溪头村是典型的“山头村、边远村”，7
年前，靠一场竹建筑的国际双年展一炮走
红。村里借势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业由此
走上了快车道。记者看到，随着疫情逐渐
向好，村里不少民宿和农家乐已恢复营
业。当下正值踏青好时节，尤其是一到周
末，一些人陆续放开脚步，自驾到村里体
验休闲时光。

为了适应消费的新变化，培养健康饮
食的好习惯，不久前，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专门发布了“丽水山居”农家乐民宿参与

服务防控指南。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
行“餐桌革命”：倡导“公筷制”“双筷制”和

“分餐制”。如今，在溪头村，不少经营业
主积极响应，自然也得到了客人们的一致
欢迎。

尽管用筷和用餐的方式变了，但在许
多细节上，农家乐和民宿的业主们却花足
了心思。在选材上，丽水倡导土洋结合、
风味独特、彩色搭配、营养均衡，弘扬本土
乡愁饮食文化；在餐具上，丽水则鼓励选
择龙泉青瓷、庆元竹木、云和木玩等本土
组合，提升餐饮品位，让客人们有更好的
用餐体验。

在松阳县平田村的云上平田民宿综
合体，一人份的“九宫格”充满创意，共分
为“七菜一汤一水果”，选取的食材均出自
本地，光看颜值就诱惑满满；在云和县的
归野民宿和牧云民宿，则采取更为个性化
的“定制模式”，同样在餐具、用料、装饰上
动足脑筋，令人眼前一亮。

根据浙江省的计划，今年 8 月底前，
将实现全省星级酒店、宾馆以及民宿、农
家乐公筷公勺全配备。丽水市捷足先登，
目前已有一些地区出台了关于农家乐、民
宿“分餐制”的具体操作指南。据了解，接
下来，该市还将通过培训比赛、推荐套餐、
编制菜谱等方式，研究推广“分餐制”服务
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浙江丽水：民宿兴起“分餐制”

本报讯（记者 李锐）3月 25日，在
新建鄂州机场项目的施工现场，随着
专业爆破公司爆破操作员的指令发
出，中铁北京工程局走马湖水系治理
工程二标段顺利完成了2020年第一次
爆破任务，这也标志着“湖北省一号工
程”正式吹响战“疫”复工号角。

项目经理杨京介绍，连日来，项
目部一边做好防控部署，一边做好施
工安排，多措并举推进复工。一是设
置可以容纳 900 余名工人的返岗隔离
点，每一名返岗人员均要填写信息统
计表，建立返岗档案并进行核酸检
测、CT 检测以及血象检测，并配发专
属袖标进行区分和信息查询；二是对
每名解除隔离的人员开展疫情防控

教育，让每一名员工从思想上重视起
来；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在施工现场
和驻地张贴防疫须知、口罩佩戴和消
毒作业指南；四是每天坚持对项目驻
地及施工现场进行 3 次消杀作业、集
中收发口罩，坚持全员测量体温；五
是积极协调复工人员的交通、机械设
备进场、材料采购等工作，消除员工
的后顾之忧。

目前，项目部的返岗人员已有近
500人，实行了“全员全覆盖”检测。在
复工准备前期，中铁北京工程局此前
积极与地方政府、业主单位进行对接，
同时，加大物资、设备、人员的调配力
度，在确保防控工作到位的前提下，争
分夺秒为复工提供保障。

“硬核”检测让农民工安心复工

□□ 肖明葵 本报记者 邓俐

“体温正常，请戴好安全帽和口罩，登记后有序进场。”在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肯尼亚蒙巴萨 KOT 石油码头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有序进场，忙碌在施工生产岗位上。

防疫不松懈，施工不停歇。中交四航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以
及中交集团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精神，担负起

“一带一路”主力军的重要使命，在科学防控疫情的同时，最大程度
创造有利条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目前，中交四航局 34 个海外项目确保 100%施工生产，项目稳
步推进，实现全面复工。

两手抓两手硬，打好防疫复工组合拳

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项目作为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对
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复工前，我们采购了
4500 多个口罩，400 余双医用手套以及消毒液、额温枪、防护服、
工作手套等各类防护物资，预计可使用到 4 月上旬。”项目党委
副书记苏建华介绍。不仅如此，项目部还在距离驻地 80 公里以
外的办事处设置了 21 间隔离房，做到一人一间隔离 14 天，确保
返岗工人健康上岗。

疫情发生后，四航局一公司肯尼亚拉姆港1-3号泊位项目快速
成立项目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建立“项目部每日疫情通报群”，召
开防控疫情专题会议，发布项目部《国内返肯员工旅途防疫指南》，
科学开展防疫工作。目前施工现场中方人员达210人，当地工人达
861人，项目施工正稳步推进。

此前，受到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沙特政府暂停了对中国
人的签证办理，取消了直飞中国的航班，四航局二公司沙特片区项
目施工所需的物资、设备、人员都受到很大影响。项目部制订了应
对疫情专项应急预案和防控方案，采购了一批口罩及防护服、消毒
液、洗手液等防护物资。提前做好人员分批进场计划，组织员工有
序进场，做到早筹划、早派遣、早隔离。目前，已有28人陆续从国内
返回沙特，并进行了隔离。

科学破解复工难点，鼓足干劲提质增效

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中交四航局提前谋划、多
措并举，解决项目复工难点，鼓足干劲有序提质增效。

马东铁项目是中马两国政府合作的重点项目，是连接马来半岛
东西海岸的主要交通干线。针对人员紧张问题，在业主中国港湾的
指导下，四航局一公司马东铁路项目部根据施工实际，提前布局，加
大属地化管理力度，招聘了一批具有丰富施工经验的当地工人加入
到施工建设中来，实现了马东铁项目全线首根钻孔灌注桩的顺利浇
筑完成和龙运隧道施工及 1 号营地新营地临建施工的顺利推进。

“原本计划年后休假的职工全都坚守在岗位上，全力以赴攻克特殊
时期下的施工难关。”项目党委书记蔡祺锋说。

受疫情影响，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暂时停飞中国广州等地航
线，四航局许多海外项目人员进场和物资调遣受到了限制。

四航局二公司东帝汶帝巴湾新集装箱码头面对大批新招人员及相关合作单
位工作人员调拨进场高峰但又无法直接进场的困境，项目部对紧缺的技术管理人
员和操作人员拓宽第三国招聘，在做好人员疫情筛查及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加急
办理人员入境东帝汶的签证资料，保障人员平安健康进场。由于应对得当，项目
陆上及海上碎石桩施工于近日突破8000根。

四航局二公司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部全面统计项目人员每日健康情
况，实行“零报告”制度，严格管理国内往返人员，项目部根据施工进度计划，组织
人员分批返回，为返岗中方员工设置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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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兴农实业有限公司的净菜加工扶贫车间，祝海平（前）正将分拣好的胡萝卜打包。祝海平告诉记者，她来扶
贫车间工作已经有半年多时间，每个月的工资加上绩效近3000元，现在家里已经稳定脱贫了。据了解，该扶贫车间已经吸纳了当地近
20名贫困群众，帮助他们实现了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郜晋亮 摄

新疆阿瓦提县：
紧抓春耕巩固脱贫成效

本报讯（记者 刘昊）日前，在新疆阿瓦
提县阿依巴格乡托万克喀格木什村，村民
们开始为改造葡萄架忙碌起来，大家在保
持适当距离的基础上分工明确，有的定桩，
有的将木头上架，过程有条不紊。托万克
喀格木什村是当地有名的“葡萄村”，全村
共有 2000 亩葡萄，之前管理模式粗放。去
年工作队请来新疆农科院专家来到村里，
先后分 4 次对大家进行了葡萄嫁接、疏果管
理等技术培训，平均每亩产值由 2000 元增
加到 4000元。

阿克苏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托万
克喀格木什村“访惠聚”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卢坤说：“去年狠抓葡萄产业技术培训，我
们村取得大丰收。今年我们引导村民尽早
动手，对葡萄架进行更新改造，在保证葡萄
增产增收的同时，改善采摘环境，吸引更多
的游客到我们村观光。”

同样，在阿瓦提县阿依巴格乡玉斯屯克
阿依库勒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里，村民也忙碌
着，大家各自分散开进行施农家肥、拱棚覆
膜、打桩绑绳固棚等作业。在大家的努力
下，全村441座拱棚搭建工作全部完成，确保
今年蔬菜种植赶早、提前上市。

（上接第一版）

龙头企业顺势发力，出塘量
价稳步提升

在省、市两级收储政策的加持下，市场信
心得到恢复，渔业龙头企业纷纷响应加快复
工复产，加大收储力度，缓解水产品压塘问题。

珠海是“中国海鲈之都”，该市斗门区
的鲈鱼养殖面积达3.1万亩，年产量12.28万
吨，约占全国市场的 8 成。在斗门区白蕉
镇，广东强竞农业集团有 6000 亩生态养殖
基地，为帮助养殖户解决“卖难”，该公司目
前已收储水产品超过1000吨。

“2 月中旬，珠海每斤 40 头规格的南美
白对虾，塘头价仅 13 元。随着国内疫情好
转，餐饮业逐步开放，物流恢复，珠海当地
鱼虾价格有所回升。3月下旬，珠三角地区
虾价每斤上涨了2-3元，最大涨幅达到每斤

4元，35头虾成交价达26.5元。”据海珠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期间斗门
水产品压塘超2万吨，目前该区已收储2500
多吨海鲈、南美白对虾等，其中海鲈鱼按市
场价格收储，南美白对虾则按高出市场
30%-40%的价格进行收储。

茂名市罗非鱼养殖面积达 29 万亩，年
产量超20万吨。新洲海产公司是一家水产
品出口加工企业，也是当地收储量最大的
企业。截至 3 月 23 日，该公司已收储罗非
鱼 2323.28 吨。在茂名下辖的化州市，新海
水产有限公司收储了罗非鱼2039.5吨，收购
价与市场价相当，6 两到一斤的收购价为
2.5 元/斤，一斤以上的达到 3.8 元/斤，两斤
以上的在4.2元/斤，价格平稳。

截至3月23日，茂名市已经有21家企业
响应收储政策，上报水产品收储总量达到
18853.1吨，是收储指标（9419吨）的 2倍，其

主要收储品种为罗非鱼，占比超过了91%。
而在广东阳江，顺欣海洋渔业集团是

阳江参与水产品收储的主要流通加工企
业，目前该公司日均收购水产品 10 万斤。
据介绍，随着公司员工返岗率继续提高和
鱼价的回升，公司收购量正不断增加，旗下
一子公司的收购量增幅高达500%。

“省厅下达给阳江的水产品收储任务
是5400吨，截至3月26日，已经收储8000多
吨，收储品种包括罗非鱼、金鲳鱼、鲈鱼、草
鱼、南美白对虾等品种。目前，我市水产品
售价普遍回升。”阳江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科
负责人表示。

在“南美白对虾之都”湛江，有88万亩的
池塘和 15 万亩高位池发展南美白对虾养
殖。疫情期间，湛江市的最低收储量为8000
吨，截至目前已收储12117吨，收储品种包括
南美白对虾、罗非鱼、金鲳鱼、巴沙鱼等。

据悉，湛江港洋水产公司还将根据市
场情况收储南美白对虾 1.7万吨，湛江国联
水产计划收储南美白对虾、罗非鱼5000吨。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科负责人表
示，因收储相关费用先由企业承担，因此主
要是有实力的大公司和合作社参与，收储
价基本与市场价持平或略高于市场价。目
前，用于应急收储奖补的财政资金已经到
位，当地正在对申请的企业由县区进行核
验，核实并经公示后，将及时对符合要求的
企业发放补贴。

综合市场反应，在补贴政策推动下，随
着国内疫情好转、物流恢复、水产加工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餐饮业逐步恢复，广东水产
品压塘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缓解，出塘量逐
渐增加，水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目前，水产
苗种企业已投入春耕生产，有效保障“菜篮
子”水产品供应和渔民增收。

（上接第一版）
每当看到电视上抗疫一线“白衣天使”

吃方便面的画面，2015 年度“全国十佳农
民”、湖北省天门市华丰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吴华平就热泪盈眶。为了让医护人员
可以吃上一口热乎饭，他想到利用合作社
的全自动大米加工车间和存放的稻米。在
对大米加工车间进行消毒后，吴华平于2月
12日将价值 4万元的大米送到了天门市第
一人民医院。

2019 年度“全国十佳农民”、辽宁沈阳
市沈北新区石佛寺街道房身村农民洪蕴来
也有一间大米加工厂，从今年正月初八开
始，他就和 30 多名工人投入到工作中。“粮
店、超市开始有人要货了，我们如果不干
活，大家就没粮食吃。我为工人配备了必
要的防护用品，增加了工资，准备了宿舍。”
洪蕴来告诉记者，平时一天加工大米100吨
左右，疫情防控期间达到每天 180 吨，价格
也没有上涨。“不少粮店对我们的评价是

‘讲信誉，品质有保证’。”他开心地说。

不误农时 春耕生产早谋划
巧安排

此时，云南省建水县冬马铃薯正进入中
耕管理的重要阶段，也是马铃薯高产的关键
时期。2018年度“全国十佳农民”、建水县福
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美秀不仅要求
合作社社员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确
保产品质量，还不断提醒农户加强自身防
护，注意错时下田、分散干活、错峰收工。

农时不等人。张亚利告诉记者，目前
合作社正在对果树做清理沟系、施萌芽肥
等工作，蔬菜育苗也在抓紧进行，对社员培
训都改成了线上培训。同时认真做好合作
社社员的防护工作，工作区域内每天有专
人负责消毒、测量体温。

张秀霞说：“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迅速
制订了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对存在安全风
险的场所、环节、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对陈
旧老化种植大棚及闲置设施盘活提前进行
排查，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整改。在保证员
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抢抓生产，响应天津
市政府、市农委种植速生叶类蔬菜的号召，
迅速整治基地闲置的蔬菜大棚，抢种 40 亩
油菜、菠菜、小白菜等短、平、快的速生叶
菜，保证本市的蔬菜供给。”

3 月中旬，2019 年度“全国十佳农民”、
贵州省兴义市乌沙镇磨舍村的“女羊倌”毛
文娅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向好，她的黑山羊养殖场已走向正
轨。在毛文娅看来，相比其他地区的畜禽
养殖户，她的损失并不大，这得益于她发展
周边村民种植青贮玉米并订单回收，规避

了饲料短缺的风险。近期，各地纷纷出台
支持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毛文娅的养殖
场也拿到了两三万元的补助金。

在有“四川最美茶乡”之誉的万源市白
羊乡三清庙村云海茶山，当地茶农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经过严格登记后，在不久前采
下了今年的第一抔春茶。在万源市蜀韵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内，一条绿茶
标准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从鲜叶萎凋、
杀青到精制、包装成产品几十道工序，用时
不到6小时，全程仅几名工人参与。2019年
度“全国十佳农民”、蜀韵公司董事长胡运
海介绍，在万源市茶叶局指导下，公司及时
对市场进行了调研和对接，新引进了1条绿
茶标准化生产线、2 条红茶标准化生产线，
优化生产流程，调整产品结构，日生产能力
比以往提升 5 倍。“即使目前绿茶市场受到
影响，我们也会在夏秋季的红茶生产中把
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面对未来，年轻
的胡运海充满信心。

倾力耕耘希望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