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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温
室蔬菜和水果长势茂盛，集安
市城东街道辖区农户抢抓农
时，抓好温室水果蔬菜生产，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温室
大棚安全管理，丰富市民的

“菜篮子”。
走进集安城东街道果树

村农户付秀的温室大棚里，盎
然绿意尽收眼底，融融暖意扑
面而来，付秀正穿梭在樱桃树
间查看生长情况。

温室大棚内，飘荡着香甜
的气息，一棵棵樱桃树生机盎
然、枝繁叶茂，晶莹剔透、玲珑
诱人的樱桃果挂满枝头，竞相
展示着各自的风姿。

看着一棚红艳艳的大樱

桃，大棚主人付秀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在她眼里，这些大
樱桃树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经
过格外精心的培育莳弄，终于
盼来了收获。

在二股流村种植户陈艳
华的日光温室大棚内，绿油油
的一片芹菜，长势喜人。菜农
陈艳华正忙着在大棚里育苗
选苗，培土、移栽……

大棚内，陈艳华一边整理
着蔬菜，一边接着电话，回着
微信，忙个不停。虽然现在还
在疫情防控期，但我们从她脸
上看到的是对生活的知足，对
未来的信心，如同这一棚碧绿
的蔬菜，一派生机。

据了解，像付秀家、陈艳

华家这样的目前正在生产的
温室大棚，城东街道辖区内共
有 106 座，种植有草莓、大樱
桃、大叶芹、芹菜、茼蒿、小白
菜、油菜等多种果蔬。特殊时
期，辖区各村各户既抓防控又
抓生产，确保蔬菜供应和质量
安全，预计3月至4月期间，将
有 45吨左右的新鲜果蔬陆续
上市。

今春，一场疫情打乱了人
们的生活节奏，但没有阻挡季
节轮回的脚步，大禹山下，鸭
绿江边，勤劳的农民响应党和
政府的号召，一手防疫情，一
手抓生产，用勤劳的双手，在
蔬菜大棚里编织出了满眼收
获的好春景。

温室大棚“春意浓”
□ 李雅男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期，
备耕号角亦吹响。集安市
农业农村局坚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备春耕生
产，全力打好备春耕生产第
一仗。

据了解，集安市共有种
子经营业户25家，为了不影
响春耕进度，种子已储备入
库 250吨，化肥已储备入库
9600 多吨，均占总用量的
80％。农药现已储备入库
130多吨;农膜现已储备入库
600多吨。农药和农膜储备
量均达到全年用量的 50％
以上。

另外，从农资价格情况
看，新品种的种子价格略
高，老品种的价格略低，但
总体与上年基本持平；化
肥、农药、农膜等物资的价

格总体也与上年基本持平，不会受疫情的影响
而造成后期价格上涨。

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刘维
君告诉笔者：“因疫情的影响，物流暂时无法运
进来的种子和化肥目前还有 20％左右、农药
和地膜也有 40％左右没有储备入库，但各农
资经营业户都已经与供货商签订了供货协议，
我们也正在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和沿途卡点，打通绿色通道加快调运。”

筹
备
农
资

积
极
备
耕

□
李
润
泽
崔
轶
男

一年之计在于
春，农时农事不等
人。当春耕与疫情

“撞期”，防疫不碍春
耕成为重中之重。
在集安市通沟村，一
栋栋温室大棚正孕
育着早春的新鲜蔬
果。

通沟村现有耕
地 2709亩，温室、春
棚近 300栋，目前正
在生产蔬菜的有 30
余栋，面积约 21亩，
主要种植生菜、小白
菜、水萝卜等小叶
菜种，产量达到每
亩 1500 公斤，日均
上市产量 630公斤，
销售价格为每公斤
8-12元。棚膜经济
充 分 利 用 光 热 资
源，做到生产防控
两不误，进一步增
加 早 春 蔬 菜 上 市
量，保障市民“菜篮
子”。

通胜街道通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姜艳军说：“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不定时
给经营户发放酒精，提醒他们在大棚操作人
员的出入口进行消毒，在疫情防控的同时，
鼓励村民恢复蔬菜生产，保障市民菜篮子，
我们一手抓防控，一手抓春耕，两手抓两不
误。”

除了新鲜的蔬菜，春棚内，油桃花、李子
花竞相开放，授粉后，大量的果实将挂满枝
头。草莓、蓝莓等水果也日趋成熟，待成熟
的水果投入市场后，农户的腰包鼓了，市民
的餐桌也更加丰富了。

村民王素军说：“我们草莓种植方式在
全市来看是最新颖的，主要是采用立体方式
种植草莓，生产出来能达到无公害，同时产
量是平地的三倍。这样做才能达到真正的
无公害，而且马上就上市了。”

疫情之下开展春耕工作的村屯还有很
多。一边是对疫情的严防死守，一边是不误
农时、有序复工的有条不紊，不仅赢得了防
控工作的主动权，也兼顾了春耕生产，为新
一轮的丰收种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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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琳 报
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

防疫不能松劲，备耕备产
也不能停。花甸镇创新方式

方法，抢先抓早备春耕，充分利用
群众居家隔离的农闲时间，开展“线

上”农业技术教学活动，为2020年再夺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线上学习阵地。为提高村民对加
强技能培训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村民
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花甸镇通过村
广播、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开展广泛宣传。建

立网上农业技术学习交流群8个，共吸引500余
名农户参与线上学习。

“量身定制”教学内容。按照村民生活时
间规律，充分利用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
的时间通过转发技术培训文章、视频等形式
集中开展技能培训，农科站、畜牧站等工作
人员在线答疑，及时解决学习中遇到的
瓶颈。并根据大部分村民需求，第一时
间调整学习内容。

及时宣传消除疑虑。对目前
疫情防控期种子、化肥等物资储

备、价格涨幅等农户关心的
问题进行及时梳理发

布，切实消除群众
疑虑。

花甸镇“线上”教学备耕

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集安
市多家生态采摘园响应政府号
召，积极创新，争做这场战疫的

“守胃者”。推出“先预订后采
摘、足不出户配送到家”服务，让
百姓吃到安全、放心的果蔬。

集安市城东街道禹山村的温
室大棚内，正是草莓成熟的最佳时
节，经过专业果农的培育，这里的
草莓果红润有光泽，红彤彤的外
表，酸甜清爽的滋味，闻一闻就有
一股甜甜的芳香扑面而来。

草莓采摘园负责人张桂杰
说：“我们在管理制度上严格按
照市里要求，大棚都是封闭型
的，不允许外人来采摘，工作人
员在采摘的过程中要戴口罩、戴
手套，尽量做到零接触，送货也
是自己家人直接送货到卡点，让
百姓能够吃到安全、放心的草
莓。现在草莓基本靠网络销售，
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打电话等
方式，每天销售都很好。”

除了香甜可口的草莓，温室

大棚内种植各种蔬菜，也都做到
了光热资源不浪费，生产防控两
不误。这个时节，正是大棚蔬菜
生长的最佳时期，集安市通沟村
的温室大棚内，鲜灵灵的小油菜
绿油油一片，一眼望去，各种蔬
菜竞肥争绿，让人心情愉悦。除
了这些蔬菜之外，各种果花竞相
绽放，通过蜜蜂授粉，已经进入
到了结果期，再过一段时间，集
安市民就能享用到既营养又美
味的鲜果了。

果蔬采摘基地负责人王素
军告诉笔者：“嘉兴园今年发展
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园区的品
种特别多，有葡萄、油桃、李子、
蓝莓、草莓等十几个品种，另外
还有蔬菜，销售的渠道都是通过
御品堂来销售，以供应集安市广
大市民新鲜果蔬。”

疫情期间，广大种植户在做
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也积极配合
政府调控，精心做好蔬果管护，
抓好农业生产。

足不出户享美味 打好疫情守“胃”战
□ 张清轶

本报讯 李雅男 报道 俗话说“立
春一年端，种地早盘算。”尽管东北距
离春耕生产还有一段时间，但集安市
委、市政府提前谋划，抢前抓早，各相
关部门协调配合做好农业春耕备耕各
项工作，其中农业农村局在确保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打好春
季农业生产第一仗，为全年农业生产开
好头、起好步。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告诉笔者：“我
们主要通过物资准备、技术培训、农机
具检修、农资市场监管、向上争取政策资
金支持和协调物资保障等方面开展备货
源、稳市场、保供应等事宜，满足农户农
耕需求。”

备耕时节，农资市场供应和需求是一
大重点，从农业农村局农情调度显示中
得知，集安市 2020年农作物计划播种面
积25.9万亩，各类种子用量约350吨，全
年预需化肥 1.2万吨，农药 130多吨，农
膜1250吨。现已储备入库种子250吨，
化肥 8500吨，农药 130多吨，农膜 600
多吨，短缺部分，各农资部门已经与供
货商签订供货协议，正采取措施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加快调运，确保春耕物
资及时供应。

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电
话、手机APP、益农信息社服务站点
等线上平台，对服务对象开展线上
指导，进行科技培训，通过科技手段
实现远程的心贴心指导，实现备耕
生产和抗击疫情两不误。目前已
累计举办网上培训28期，培训农民
6000 余人次，检修农业机械 2300
多台。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要做

好农资市场的监管，做到农资稳价保
供，严打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同
时与卫健、交通等部门沟通协调，畅通
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通道；与气象、应急
等部门形成联合工作机制，及时提供
气象信息和灾害预警；与保险公司协
调，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并努力向上争
取政策资金和信贷资金，为农民春耕备
耕提供资金支持。”

农民信心十足地说：“今年备耕时
节虽然有疫情，但市里严密防控，我们很
放心，备耕农资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
们很感激。”

春天来了，希望就来了，只要坚定信
心，抗疫备耕两手抓，一定会取得抗疫胜
利和农业生产的丰收。

抗疫情备春耕播撒绿色希望

城东街道果树村农户付秀在温室大棚里摘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