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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早春三月，一场疫情突袭位于
东北黑土地核心区的吉林，多个全
国产粮大县受到影响……

春分过后，正值东北农民备耕
高峰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但农时不等人，如何在疫情之下打
通备耕堵点，成了吉林今年保障粮
食生产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一手抓防疫，一手忙备耕。黑
土地上，采取封闭管理的农资企业
没有中断生产；一辆辆满载种、肥的
货车通过绿色通道奔驰在乡间，让
农资进村入户；居家的农民们通过
网络交流学习农技知识……

疫情突袭，备耕物资如何保障？

三月，黑土地迎来一年中的忙
碌时刻——备春耕。但疫情突如其
来，打乱了节奏。

静态管理、交通管制、村屯设置
卡点……喧闹的城市和忙碌的乡村
瞬间安静下来。但农时不等人，农
民备耕的资金怎么办？农资企业能
否按时完成化肥生产？

备耕期正是农民需要资金的时
候。疫情出现后，银行信贷人员下
不去村屯，面对面调查签约放款无
法进行。农业银行第一时间在吉林
出台极简版贷款操作流程，通过打
通“线下＋线上”渠道，信贷人员电
话指导农户通过手机远程视频建
档、申请使用新贷款。

前不久，公主岭市鸿坤家庭农
场负责人王万涛购买农资还差 100
万元，疫情让无法出村的王万涛犯
了愁。王万涛联系到当地农业银
行，没想到短短4天时间他就拿到了
贷款。“比我平时去银行办速度还要
快。”王万涛说。

2月份以来，农业银行已累计为
吉林农户发放备春耕生产贷款23亿

元，到3月末，该行预计发放60亿元
贷款用于支持广大农户和新型经营
主体备耕生产。吉林全省备耕生产
资金筹集已超八成。

每年备春耕的高峰期，忙碌的
不仅是农民，农资企业也要保障充
足的种子化肥。虽然吉林省疫情形
势依然严峻，但各地的农资企业仍
然在加紧生产。

在位于全国产粮大县农安的吉
林隆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宽敞的
仓库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上万吨化
肥。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戴着
口罩开着叉车将打好包装的化肥运
送到仓库。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实
行全封闭管理，化肥生产一天也没
中断。

“前几天省里专门来了工作人
员了解企业生产、运输困难，帮助企
业积极协调，保障生产。现在每天
化肥产能 6000 吨，完全能够保障各
乡镇化肥需求。”吉林隆源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宫生和说。

农资供给有保障，农机生产也
没耽误。突来的疫情给位于松原市
的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打了
个措手不及。部分道路封锁后，企
业生产农机所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难以及时从省外运回，企业一时面
临无米下锅。

而这几天，企业传来了好消息，
当地工信部门为企业协调到三台通
行车辆，确保企业生产急需的原材
料和零部件供应。“每天近20台播种
机下线，只要疫情有所稳定，企业将
第一时间为农民送货。”吉林牧神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新成
说。

路不通，农资如何进村入户？

春分过后，眼看天气转暖，不少

村屯的种、肥还没运回。一些农民
担心，如果疫情持续，没有种、肥这
地可咋种？

农时不等人，农资进村入户不
能停。为确保疫情期间农资运输，
吉林省各地农业部门正协助企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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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对农资销售配送的影响，保证
春耕生产所需农资。

这几天，4 台共装载着 100 余吨
化肥的大货车停靠在了松原市宁江
区大洼镇杨家村村口。经过消杀、
卸车等程序，化肥顺利运回村里。

“全村300多公顷土地所需的化肥全
到位了，就差一些种子，已跟种子企
业联系了，这几天就发货。”松原市
宁江区大洼镇杨家村党支部书记黄
彦宇说。

吉林市是吉林省农业大市，也
是目前全国疫情最为严峻的地区之
一。虽然抗疫任务繁重，但这里的
备耕却一点没耽误。

“疫情防控带来一些影响，但大
部分种植户的种子已经送过来了，
不耽误春耕。”吉林市永吉县西阳镇
团山子村种粮大户张民说。受疫情
影响，吉林市多地暂时限制了人员
流动，为了解决农民运输农资等面
临的问题，团山子村的党员干部制
定了“紧急预案”，协调化肥供应商
统一送货，将货物放在村口。

为保障农资及时进村，吉林市
已为各县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办理
了 4500 多个种子、化肥、农药、饲料
等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通行证。同时
还鼓励农民通过线上采购、集中采
购、点对点采购等方式尽快完成农
资订单交易。

这几天，舒兰市农民李学明正
忙着搭建水稻育苗仓，准备赶在月

底前开始育苗工作。刘宏利说，马
上就要育苗了，种子、育苗土都已准
备就绪，如果没有政府协调种肥及
时进村，备耕就要受影响了。

“根据近期核酸检测情况，适时
进行春耕生产急需农资的集中调运
和配送，确保4月初水稻育种所需农
资到位、供应充足。”舒兰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王立军说。

经农情调度，截至3月19日，吉
林市备春耕资金已筹集68.2％，种子
到户到位率71.3％，化肥到户到位率
43.3％。吉林全省种子化肥农药到
户到位率与近三年同期平均数据相
比略快。

难聚集，农技培训如何搞？

讲解最新的农业政策、交流保
护性耕作的技术要领、指导播种机
的维修保养……以往到了备耕期，
各地农业专家进村入户与种粮大户
们面对面交流答疑，黑土地上迎来
农技学习的高潮。而今年，虽然不
能线下见面，但吉林各地的农技培
训仍然有声有色，让农民坐在家里
享受“云备耕”。

疫情发生以来，一支支由不同
领域农业专家组成的科技备春耕服
务团火速“上线”。吉林省农科院的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通过在线直
播平台开展“备春耕”助农在线直播
活动。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们则通
过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对各地种
植户和相关企业进行“点对点”的精
确指导。

3月18日晚，吉林农业大学的冯
国忠老师通过微信群为上百位种粮
大户上了一堂“玉米减肥增效施肥
技术”的培训课，冯国忠一边语音讲
解，一边进行图片展示，群内种粮大
户有的点赞、有的提问，冯国忠随时

解答疑问，短短一个小时的培训课，
大家交流得十分热闹。

近期，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利用
“吉农云”平台直播“吉林省中部水
稻播种及育秧技术”线上培训课程，
农民们积极参与，踊跃留言，在线直
播课点击量达12.1万人次。

除了线上学习，不少农民待在
家里动动手指就完成了土地流转和
农机购买。他们说，多亏有了这件

“云法宝”。最近，德惠市同太乡东
二道村村民张国明用手机在吉林省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经过报名、竞
价、缴款等流程，用了半个小时就完
成了 50 多亩耕地的流转，真正体验
一把“云上备耕”的便捷。“往年这时
候我正挨村跑，跟农民签订土地流
转合同，得跑好几天。”张国明说。

辽源市东辽县足民乡新民村经
济合作社今年准备购买一台农用机
具。由于不能出村寻求供应商，该
合作社在吉林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发布了一条求购信息，没过几天，长
春市一家经营农用机械的企业就通
过平台为合作社提供了合适的机
型，最终以7.9万元成交。

2021年4月以来，吉林省通过建
设省、市、乡、县、村“一体化”的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引导农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将拥有的土地等
进场交易。平台为农村土地流转、
林地等资源发包、工程建设招标、货
物及服务采购等提供线上交易服
务。德惠市同太乡农经站站长于海
燕说，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土地经营
权的公开竞价，提高了交易公信
力，拓展了信息覆盖面，方便了农
民。

3月份以来，吉林省通过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市场挂牌土地流转的项
目已成交2131笔，面积达6.3万亩。

不让疫情误农情！农业大省吉林“硬核”备春耕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薛钦峰 徐子恒 马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