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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意见 （全文见中国农网）

千方百计夺丰收·春耕春管在行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农时不等人，抗疫不能松。当前正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阶段，也是春耕备
耕的关键时期。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
地和产粮大省，吉林省如何统筹好疫情防
控和春耕生产，不仅关系到全省种粮农民
一季的收入，更关系到中国饭碗的成色，至
关重要。

连日来，吉林省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
懈、一手抓春耕生产不动摇，强化物资、资
金、电力等备耕保障工作，开足马力稳步推
进春耕生产。截至 4 月 6 日，全省种子到户
到位率 94.4%、化肥 79.9%、农药 45.22%，与近
三年同期平均数据相比，分别高 5 个百分
点、2.34 个百分点和 0.73 个百分点，不降反
增来之不易。这充分彰显了吉林省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备春耕生产，奋力实现粮食稳
产增产、夺取全年丰收，坚决扛稳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的责任和担当。

抢农时——
“时间有所延后，但影响不会很大”

4 月 7 日一早，在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
道红光村内的一处大棚内，20 多位村民正在
进行水稻育苗。大伙儿都戴着口罩，高效开
展配合。

村民程少伍对记者说：“我已经在这里
干几天活儿了，主要工作是水稻育苗，虽然
有疫情，但我的干劲和往年一样。”大棚外的
桌子上放着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品，时刻提
醒着大家，在备春耕的同时做好防疫工作。

九台区是这次疫情暴发的核心区。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九台区委、区政府迎难
而上，完善疫情防控方案。在全区干部群众
共同努力下，经过 20 多天的鏖战，九台区的
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随着疫情的变化，春耕备耕工作也在统
筹推进中。“今年咱们水稻育秧育苗和往年
比，虽然时间有所延后，但影响不会很大。”
程少伍相信，“今秋会取得好收成。”

此轮疫情发生后，吉林省委、省政府要

求全省各地确保粮食耕种面积，主动抢抓农
时，按时序推进春耕生产。

在龙井市龙山农业专业农场，几台机器
开足马力筛选育苗土，水稻种植大户王立臣
正为今年的水稻育苗作准备。今年王立臣的
农场计划种植水稻120公顷，他已购买水稻种
子 1 万斤，完成了秸秆离田、晒种、平整育秧
棚土地、上农家肥等工作。预计 4 月 15 日至
20日完成水稻育苗，5 月中旬开始插秧。

目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县市水稻育
苗播种已拉开序幕，州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提
醒广大农户，近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充分
利用气温明显回暖时机进行播种工作，抢抓
农时开展水稻育苗，争取在 4 月末前完成水
稻育苗工作。榆树市力争 4 月 18 日前结束
水稻育苗，5 月 1 日前结束玉米播种，5 月末
结束水稻插秧。

配物资——
各类“绿色通道”缓解供应难题

备春耕，农资供应尤为重要。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吉林省千方百计确保农资运
输通道畅通，加强运力服务保障；进一步强
化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严禁
囤积货源、哄抬物价，确保农资及时到户，不
误农时。

在中农资联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梨树
配送中心，机器轰鸣，一袋袋化肥通过传送
带装满货车，准备发往各销售网点和种植户
手中。“近期日发运化肥有 500 余吨，超过同
期购销总量 20%。”中农资联合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介绍，企业物资供应充足、交
通畅通，完全可以及时满足市场需求。

据了解，由于此次疫情来势迅猛，初期
域内的经销商物资储备不足，外地肥料也运
不进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化肥短缺。随着吉
林省一系列政策出台落地，农资实现应急配
送，农业生产也逐步正常开展。

九台区农业农村局开设了农资运输“绿
色通道”，目前已办理域内运输车辆通行证
300 张、域外通行证 100 余张。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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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河北赵县谢庄镇的农民在梨园内工作。近日，赵县的25万亩梨树陆续开花，
当地果农抢抓农时，给梨树疏花授粉。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果农疏花授粉忙

□□ 杨升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近年来，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
哲族乡八岔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八岔村和给赫哲族群众回信的殷切嘱
托，在赫哲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上
先行先试、持续发力。赫哲族贫困群
众 27 户 37 人全部脱贫，赫哲族群众率
先实现小康目标。

赫哲族群众的致富路拓宽了

2016 年 5 月 24 日 下 午 ，习 近 平
总 书记冒雨来到八岔村，看望赫哲族
群众。总书记对大伙儿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
人民齐心协力、勤劳奋斗，中华民族
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各族人民生活
一定会更加富足美好。

“五年多前，我们听了总书记的话
备受鼓舞，都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
子上了一个新台阶。”如今，八岔村党
支部书记尤明国同大伙儿商量发展乡
村产业项目，“让日子再红火一点”。

冬去春来，又到了备耕时节。“咱们
村里建立八岔村鲜食玉米加工厂，今年
种植什么品种，大家都提提意见。”尤明
国召集村民商量今年种植的事儿。

八岔村鲜食玉米加工厂是去年利
用八岔村老村部空场地建设的，占地

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00 平
方米，主要改造场地、院内库房及附属
设施，划分出储藏区和冷冻区；新建厂
房及生产车间，购置冷冻设备及鲜食
玉米加工设备 11 台套，建设鲜食玉米
生产线。工厂从村民手里收购玉米加
工成鲜食玉米，通过精装销售、电商销
售、批量订单、定点销售等方式增加附
加值，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八岔村依托寒地黑土优势，组建 2
个规模较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
地 2.8 万亩，种植芸豆、绿色大豆、高粱
1.7 万亩，带动人均年增收 500 元以上；
注册“赫乡田源”农产品地理标识，建
设特色产业基地，大力推广系列绿色
农产品市场品牌，形成本地绿色农产
品加工规模生产，积极开发绿色有机
高端农产品市场，寒地山药、大球盖菇
成功种植并销往北京等地，实现年销
售利润近 30 万元；成功叫响“乡字号”
特色品牌，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在八岔这片沃土落地生根。

2020 年，八岔村与鑫福海工贸集团
签定 72 万元的订单合同，同益海（佳木
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就 10万亩绿色大
豆种植收购协议进行签约，收益可持
续、有保障。八岔村还同贵州九阡酒业
集团合作生产保健酒，注册“樾久”“赫
香尤酒”品牌，已经投产销售，成为八岔
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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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树高千尺，其根必深；江河万里，其
源必长。

从小村庄到党中央，从农村大队党
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始终心
怀家国、躬身为民。

“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
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
民赋予了人民领袖宽广的视野、博大的
胸怀、奋进的力量，人民领袖团结带领人
民开创新时代历史伟业。

深深扎根人民，始终信仰人民——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

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是
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2021 年 10 月 21 日，山东东营，黄河
入海口。

正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一块示范田，俯身摘下一个豆荚、一撮一
捻、仔细察看成色，顺手将一颗大豆放进
嘴里，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这一幕，让一旁的农技负责人罗守
玉既惊讶又感到亲切：“这是老农民才有
的动作呀。”

劳动的底色，铸就了为民的本色：
2012 年，阜平踏雪，盘腿上炕；2018 年，汶
川考察，转磨磨豆；2019 年，首都植树，扛
锹铲土……

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映照的正是
岁月不改的人民情怀。

这份情怀，积淀着红色基因。
2021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

展厅内，刊载着李大钊名篇《庶民的
胜利》的《新青年》杂志原件前，习近平
总书记细细观看。

从“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到“庶民的胜利”，革
命先驱深刻指明我们的事业“将永远存
在”的历史必然。

追忆当年，梁家河窑洞炕头一灯如
豆：《为人民服务》短短数百字，习近平爱
不释手；《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常学
常新，信念闪耀。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
着风雨来路，感悟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细思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晋绥边区革命纪
念馆，强调“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
心”；淮海战役纪念馆，感慨“小推车推出
来的胜利”……

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握有真理，脚踏
人间正道，未来无比宽阔。习近平总书记
用“三个不能”表明心迹：

“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
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这份情怀，来自于成长经历。
2015 年 2 月 13 日，“黄土地的儿子”

回家了。
当年的老朋友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手，还是那么亲切。总书记还能一一叫
出他们的小名，“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
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

40 年前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
子里早早挤满了送行的乡亲，大家一声
不响等他起床。推开门的那一刻，习近平
流下热泪。

当年在梁家河的每一个细节，都触

动着年轻习近平的心。
下地吃饭，知青的玉米团子黄澄澄

的，老乡说：“这是真粮食。”看老乡的糠
团子差很多，习近平主动换着吃。

糠团子热量少，习近平饿得顶不住
了，打开老乡的饭包，玉米团子还放着：

“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
“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

们留着吃。”
深知老百姓的苦，因而挑起沉甸甸

的担。
“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

件、有机会，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
的工作。”

当年的梁家河，一个大队要接纳 30
多个饭量正大的知青，乡亲们穷得叮当
响，也愿照顾城里来的娃娃。

习近平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
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
了，乡亲们给我缝。”“他们曾经无私地帮
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
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深知老百姓的好，因而发自内心牵
挂他们。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从
上海到北京，炕头板凳坐得住、粗茶淡饭
吃得进、家长里短聊得来，习近平感知着
百姓冷暖，回应着群众期盼，对人民一往
情深。

这份情怀，得益于家庭润泽。
2021 年 9 月，正在陕西榆林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共绥德地委旧址。
展厅里，一行字格外醒目：“把屁股

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 端 端 地 ，这 是 关 中 话 ，稳 稳 正 正

地。”回忆起父亲习仲勋说过的家乡话，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的人民情怀

清明时节，麦长三节。眼下正是春耕
春管的关键时期，但近来全国疫情呈多点
散发态势，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碰头带来
了新的挑战。既要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
仗，也要打赢稳粮保供这场硬仗，重在统
筹、难在统筹、关键在统筹。

重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筹的重要性。
在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总书记连用“四
个统筹”指导各项工作的推进，其中就包
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今
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上，总书记再次对疫情防控中的“统筹”作
出强调，指出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
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为我们统筹疫情防
控与春耕春管的两项硬任务提供了行为
指南和根本遵循。

难在统筹。统筹，就意味着要兼顾多
头、破解多难，与“只抓一头”的工作方式
相比，确实难度更大，也更具考验性。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中，三农工作本就
要兼顾多头问题，现在又遭遇疫情挑战，
可谓难上加难、多重压力，这也是考验我

们的能力和担当的重要时刻。有效化解
难题、应对挑战，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统筹的能力和水
平。可以说，能不能统筹好当前的两难乃
至多难问题，也是在检验我们对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得深不深、领会得
透不透。

关键在统筹。疫情防控进入第三个
年头，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必须牢牢
守住，这是底线任务；14亿多人的吃饭问
题也不容有失，这是生存所系。今年的
粮食生产与往年相比，责任更重，压力更
大，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更多。从内部
来看，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夺取夏粮丰
收面临空前挑战和困难，在保障三大主
粮生产的同时，今年粮食生产还有扩种
大豆油料的硬任务。抓好当下春耕春管
关键期，背水一战保夏粮，丝毫不容有
失。从外部来看，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疫
情下多国纷纷捂紧“粮袋子”，粮食作为
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压舱石”，
重大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更加要求我们
要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一

仗只能赢不能输。只有更好地统筹疫情
防控和春耕生产，才能为全局发展夯实
基础、打牢根基。

一方面，要用好已经证明有效的统筹
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经验，积极动员有条
件的农民抓紧下田忙春耕，通过动态闭环
管理、点对点运输服务等方法确保在外地
的农民能顺利返乡投入生产。对一些确
实无法及时返乡耕种的农民，也要通过代
耕代种等举措，减轻对春季农业生产和农
民收入的影响。不能搞“一刀切”“层层加
码”，不能简单粗暴阻碍农资运输、阻挡农
民下地种田，而是要按照“应放尽放、应返
尽返、应管尽管”的原则，鼓励引导农民有
序开展生产。另一方面，还要及时打通交
通物流堵点，保障农产品顺利上行，这也
是做好“菜篮子”保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方面。

抗击疫情全国一盘棋，抗疫和保供也
是一盘棋。无论是对春耕生产还是各地
治理能力，这都是一道“加试题”。相信只
要我们用好统筹这个方法论，就一定能打
赢这场硬仗，夺取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的
双丰收。

重在统筹 难在统筹 关键在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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