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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丁晓云 闫虹瑾报
道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省备春
耕生产的重要阶段。省农业
农村厅多措并举，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备春耕生产科技
指导服务、农资供需情况调度
和春季农业生产用工保障等
工作，全力保障疫情期间备春
耕生产。

开展科技指导服务。以
线上远程培训为主要方式，利
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云
上智农”手机App）、省信息进
村入户服务平台、省农业农村
厅网站和12316、12582专家咨
询等服务平台，制作专题光
盘、印发技术资料等形式开展
培训。培训采取分层分类形
式，组织农业专家对基层农技
推广服务人员、农业经营主
体、返乡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和
广大农民宣讲大豆扩种、土地
流转、秸秆综合利用、水稻抛
秧等方面政策知识，对备春耕
生产农资选购、科学整地、农
机具保养等方面进行指导服
务和跟踪互动答疑。

确保农资稳定供应。对
有亟需配送运输农资生产原
料和产品的农资生产经销主
体，协助其做好农资车辆运输
通行证申领工作，畅通农资运
输渠道，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农资生产和销售配送的影响，
保证春耕生产所需农资。积
极引导广大农民充分利用互
联网、电话订购等手段采购农
资。充分利用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购销
渠道，实行集中统一采购、代
买农资等方式，帮助本地农民
采购农资。

保障农业生产用工。设
施蔬菜生产正值倒茬、定植、嫁接的关键时期，在
切实掌握当前蔬菜、食用菌等各类生产主体用工
需求的基础上，协调实施差异化用工政策。各地
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实际，出台“区间检测证明持
证上岗闭环流动一园一策”等农业生产用工保障
措施，协助生产主体开展防疫期间农业生产。参
与农业生产人员要严格落实佩戴口罩、扫码、测
温，少聚集等相关防疫措施,确保疫情防控期间
设施园艺产业生产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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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任延俊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一株株花苗破土而出，茁壮生
长；一栋栋大棚绿意盎然，生机勃
发。通化县园林干部职工抢前抓
早，高标准完成大棚花苗培育任务，
为美化城乡环境提供多品种苗木保
障。

近年来，通化县以建设“环境优
美、功能完善、品位现代、文化彰显、
生活便捷、管理精细”的现代化精致
县城为目标，高标准实施城市绿化
美化建设，全面提升绿地精细化管
理水平，为建设文明美丽宜居通化
县打下了生态环境基础，先后被授
予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县城、中
国美丽乡村建设典范县，成功创建
全省首个国家生态县、全国首批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连续两年
荣膺“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

今年，为巩固生态建设成果，进
一步提升城乡环境质量，县园林管
理中心花卉培育基地提早选种、备
料，计划利用大棚培育各类花卉100
万株，在以往串红、孔雀草、金鱼草、
小丽花等花卉的基础上，新增了南
非万寿菊、重瓣矮牵牛 2 个花卉品
种。通过自产花苗，预计全年可
为财政节省资金 120 余万元。

走进一栋栋育苗大棚，只见苗
床上的花苗长势喜人，到处都是一
派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景象。
据介绍，园林工人加班加点工作，
按照技术要求播种、浇水、松土、除
草……分两批次共培育花卉 76 万
株、种苗花卉28万株。“五一”前后，
这些花苗将陆续移栽到各街路、绿
化带和花圃中，为城市增添无限生
机和色彩。

通化县高标准实施
城市绿化美化建设

本报讯 孙丹 全永梅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大地回暖，万物复
苏，春潮涌动。当前正值备耕
时节，面对当前疫情形势，抚松
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
关部署要求，积极谋划，统筹推
进，确保疫情防控和备耕两手
抓、两不误。强化防疫、农资供
应、在线指导、执法护农……一
项项得力的措施，让农民有了
丰收的保障。

强化农资企业防控，抓好
农资企业安全。抚松县农业部
门组织农业综合执法、农科、畜
牧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74家
农资经营店进行疫情防控工作
指导，对两个蔬菜基地进行技
术指导，对33家畜禽养殖场进
行春季“两防”防疫指导，对 4
家畜禽屠宰场进行环境消杀及
疫情防控指导。同时，做好农
资安全保障，把好流通环节，全

面了解和掌握县域内各种农资
品种、数量、货源，研判农资供
应余缺及农资交通运输情况，
为紧缺农资运输开辟绿色通
道。组建16人农资消杀组，在
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对过往
运输农资车辆进行消杀，确保
备春耕种子、化肥、农药、农膜
等农资安全供应。

强化资金种量统筹，确保
春耕农资质量。为确保农民种
上地、种好地，全县投入备春耕
生产资金9700万元，农民自筹
资金 8200 万元，调入种子 273
吨，已到户 220 吨；化肥 6925
吨，已到户 3810 吨；农药 182
吨，到户82吨；农家肥9万立方
米，到户 7 万立方米。目前储
备化肥3115吨、农药100吨、种
子 53 吨。为减少人员流动和
聚集，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
时了解农户需求，采取线上订

购、点对点运送等多种购销方
式，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采购
到满意、安全的春耕物资。

强化培训服务保障，抓好
春耕生产安全。年初以来，通
过举办培训、入户指导等全方
位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农户加
快秸秆还田离田进度、增施有
机肥及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应
用，切实加强黑土地保护利
用。鉴于疫情形势，抚松县积
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农业
专家通过“12316”三农服务热
线、微信等网络平台，开展在线
宣传、在线培训、在线指导、在
线答疑，为高标准、高质量抓好
备耕生产争取了主动权。目前
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
答疑指导109期次，发放、推送
农业科技资料2.6万份，受益新
型经营主体、科技示范户、农民
达 3.6 万人次，指导合作社、农

户对各类春耕农机具检修 389
台套。

强化基地稳产保供，抓好
“菜篮子”安全。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毫不动
摇抓好春耕稳产保供，保障“菜
篮子”产品生产供给。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到种植基地指导种
植户合理抢种黄瓜、西红柿等
蔬菜育苗，千方百计提高本地
蔬菜种植供给能力，保证蔬菜
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切实
保障“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
市场供应充足，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
景在春耕。踏着春天的脚步，
乘着渐暖的东风，在希望的田
野上，抚松县备春耕工作稳步
有序推进，一幅农业丰收、农民
富足的画卷正在抚松大地铺
展。

抚松：备耕防疫两不误

他的一生，定格在
42 岁，定格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道路上。

3 月 17 日上午 7 时
30 分左右，吉林市龙潭
区金珠镇金珠村村委会
副主任田杰在组织本村
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工作
时，因连日劳累突发疾
病，经紧急抢救无效，倒
在了抗击疫情第一线。

田杰，男，1980 年 1
月 出 生 ，中 共 党 员 。
2013 年 3 月担任金珠村
村民监督委员会委员；
2021 年 4 月至今担任金
珠村村委会副主任。

3 月 3 日以来，田杰
始终奋战在抗击疫情第
一线，勇于担当、靠前作
战。白天，他认真做好
防疫物资管理、全员核
酸检测信息录入、重点
点位消杀等工作，并为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
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核酸
检测服务；夜晚，他不畏
寒风刺骨，坚持在村口
的卡点值守，即使感到
身体不适，但一想到防
疫工作刻不容缓，他还
是咬牙坚持着没有丝毫
松懈。

十几个日日夜夜，

田杰始终把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冲锋在第一线、战斗
在最前沿，以实际行动
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使命。

工作中，田杰表现
良好、群众威信高，始终
将群众所想所盼所难放
在心上，一心为百姓做
好事、办实事。他个人
投入近万元，使用自家
铲车和翻斗车帮助群众
维修田间作业道；他争
取资金，带领村委会成
员实施了 3 个社 412 户
的自来水改造项目；他

利用木耳大棚发包、肉
牛养殖等项目收益，帮
助贫困户脱贫；他积极
谋划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争取上级扶助资金
13 万元，在金珠村建造
了两栋“吊袋式”木耳大
棚，实现年收益两万余
元……

田杰用实际行动和
宝贵生命，诠释了共产
党 员 对 党 忠 诚 、无 私
奉 献 的 优 秀 品 质 。
他 是 所 有 党 员 干 部
学 习 的 榜 样 ，是 疫 情
防 控 一 线一面鲜红的
旗帜。

田杰：用生命诠释忠诚和奉献
□ 李抑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