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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防疫情、备春耕工作两手抓
两不误，将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
步、打牢基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成立
全市春耕春播及春管技术指导组。在
市农业农村委的统一部署下，由重庆市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牵头的第三指导组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指导江北区、九龙
坡区、沙坪坝区、高新区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抓好农产品保供与春耕生产
工作，筑牢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一是政策与“人治”双管齐下。一
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产品保供政
策。九龙坡区农业农村委简化程序，
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利用装备、人才和技术优势开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确保春耕粮食生产
有人做、蔬菜有人种、果树有人管。另
一方面，成立指导组保障工作落实到
位。江北区农业农村委迅速成立全区
农业农村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了4支一线防控工作队，负责对接各

街镇、村社及企业，加强防控工作指导
和服务，抓好春耕生产、动物疫病防
控、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

二是保障农资供应。九龙坡区农
业农村委通过保障农资储备和打通物
流障碍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一方面，
通知各涉农企业，按照交通运输部《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持续保障应
急运输车辆和农民工返岗车顺畅通行
的通知》和市交通局《关于高速公路重
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办理流程的通
知》文件精神，简化应急物资通行证办
理流程，保障农产品的运输。另一方
面，为保障种子种苗储备和供应，九龙
坡区农业农村委现已组织企业储备10
万亩辣椒、番茄、茄子等种子，1万余亩
苦瓜、茄子种苗随时供应市场。

三是加大质量监管力度。江北区
农业农村委通过人居环境治理、活禽
宰杀取缔、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等方面持续抓好涉农领

域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进
一步降低病源传播的风险。

四是分批有序复工复产。江北区
农业农村委为全力保障市民“菜篮子”

“肉盘子”，按照“分类分批组织企业有
序复产复工”的要求，在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一企一策”有
序推进农业企业复工复产。江北区农
业农村委强化企业落实最“严”防控责
任，明确复工复产职责、要求、程序等，
夯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指导科学
有序复工复产；强化企业落实最“细”防
控管理，组建3个复工复产工作组，对已
复工的农业企业，落实封闭性生产等防
控要求情况开展常态化巡查督导；强化
企业落实最“实”防疫消杀，指导企业切
实做好内部防护和防疫消杀工作。

五是促进产销衔接。一方面各部
门协作共解难题。江北区农业农村委
会同区商务委等部门帮助区内种植、养
殖大户同万好万家超市、白市驿板鸭厂

等，建立起长期供销合作机制，让农产
品与市场无缝对接，带动蔬菜销售7800
多斤、统购家禽1600多只。另一方面通
过农超对接、网上销售等多渠道破解地
销难题。江北区通过农超对接、重庆市
农产品产销对接网、益农信息社等，鼓
励村民大胆“触电”，以“电商+”带动农
副产品的直销直供，累计网售各类蔬菜
9000余斤、水果3500余斤。

六是宣传服务进村镇。高新区各
驻村组利用“防新冠”宣传车和喇叭，
自编自播，宣传在不扎堆、做好自我防
护、不误农时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春耕
生产。江北区为抓好防疫知识宣传，
结合执法检查等，第一时间把中央、
市、区各级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宣
传贯彻到位，累计发放《禁止活禽宰杀
交易的公告》等防疫宣传资料1000余
份，切实引导养殖、屠宰等行业从业人
员和农村群众加强自身防护。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丹）当前，正
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为切实抓好疫
情防控和春耕生产工作，涪陵区科协
认真学习领会市科协“一手抓防控 一
手抓发展”视频会议精神，积极号召农
技专家以多渠道、广覆盖的形式有效
开展抗疫情助春耕主题活动。

一方面，各农技专家立足工作岗
位、牢记自身职责，切实承担起科学知
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就疫情防控、春
耕春播工作、农村实用技术等方面知
识进行录音后上传至涪陵广播电台，
通过村村通大喇叭、“无限涪陵”App

等平台无接触式地传到千家万户，用
实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意识堡垒。

另一方面，各农技专家不畏艰辛，
充分发挥科技服务职能职责，利用自
身专业优势，深入各乡镇街道、科普示
范基地和龙头企业开展春耕备耕技术
培训和指导，协同基层“三长”中的农
技站站长一起将约96.5万千克的玉米、
水稻种子和8270余吨的农资肥料及时
调运至各生产基地，把防控知识和备
耕技术传播到田间地头，动员农民群
众抢抓农时、不误春耕，确保农业生产
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涂晓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潼南
区发展改革委积极协调邱宴食品和
嘉丹公司两家企业多渠道增加供给，
从外地调运大米1200吨，为潼南的粮
油供给平衡和物价稳定提供了坚实
保障。

疫情期间，潼南区出现了个别企
业和个体商户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
行为。为充分发挥信用监管在疫情
防控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疫情期间的
信用档案，惩戒失信、褒扬诚信，潼南
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区市场监管局、区
公安局、区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将疫
情期间扰乱公共秩序、哄抬物价、囤
积居奇、寻衅滋事等失信信息纳入信
用中国（重庆潼南）网站向社会公开
公示，并同步共享至市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真正实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守信者一路畅通”。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全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潼南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推行
网上办公、随机抽取评标专家等措
施，有序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为支持复工复产，潼南区切实加
强人员保障，全面梳理全区重大项目
用工需求和缺口，统筹用工招募和
调度，努力保障项目开工复工需求；
加强运输保障，协调开通重大项目
物流运输绿色通道，对运输车辆在
区域范围内进行全程跟踪，确保材
料机具及时到达施工现场；加强物
资保障，对全区4家商品混凝土生产
企业进行全面摸排，加大工程材料
价格监测、监督，确保建材价格基本
稳定；加强防控保障，督促项目法
人、施工单位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
措施方案，加强建设工地日常管理，
提高人员疫情防控意识和防控能力，
确保项目有序开工复工，目前有14个
项目已正常开工复工。

潼南区：
防控疫情全力保障经济运行

3 月 7 日，重庆市卫建委发布消
息，1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重庆新增
家庭医生签约居民 35557 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签约 13065 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家庭医生团
队始终活跃在战“疫”一线，与社区

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共同筑起一
道坚固的防线，有效防止了疫情的
扩散和蔓延。

图为家庭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了解签约居民的健康状况。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涪陵区科协
开展抗疫情助春耕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琳 陈小莉
记者 何军林)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两篇文章，长寿区大力实施

“六个一批”行动，全力确保农民工有序
出行、安全返岗、稳定就业。

支持返岗复工一批。成立农民工
返岗复工出行服务专项工作小组，按照

“输出有组织、健康有检测、承运有防
护、到达有交接、全程可追溯”的要求，
协调区交通局、区卫生健康委和各街镇
单位联合开展农民工返岗服务保障工
作。全区春节返乡农民工19.2万人，目
前已安全保障47890名农民工外出务
工（市内37524人、市外10366人）。

帮助招聘录用一批。持续开展疫情
防控期间24小时“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
招聘不停歇”活动，充分收集区内大小企
业用工岗位信息，准时、定期通过网络平
台不间断发布。春节至今，组织引导农
民工参加网络专场招聘会4场，推荐就业
岗位信息3000多个；向农民工定向发送
岗位推荐信息、就业温馨提示等手机短
信6.3万余条；24小时就业服务热线提供
咨询解答500余次；在全区268个村张贴
就业岗位宣传海报7000余张，帮助引导
370名农民工实现就业。

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引导暂不

外出务工的返乡农民工就地参加春耕备
耕，参与区内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业。

鼓励重点企业吸纳一批。一方面在
全市范围内搜集各重点企业的岗位需求
情况，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和劳务组织作用，合力将企业招
工条件和优惠政策宣传到村、到户，组织
有就业意愿的人员到市级各大重点电子
企业就业。目前，已输送193名农民工到
市内8家重点电子企业就业。

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对有创业意
愿的农民工提供在线咨询、创业指导、
创业培训等服务，为符合条件的个人发
放8000元创业补贴和最高15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鼓励、支持74名返乡农民工
实现创业梦，为61名农民工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877万元。

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按照
“按需开发、人适其岗、岗尽其能、人岗
匹配”的原则，统筹开发保安、市场协
管、交通协管等全日制、非全日制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有就业意愿又暂时无
法在企业就业的农民工1209人，其中
临时性疫情防疫岗位就业24人，推动
防疫、就业两不误。

长寿区：
落实“六个一批”促进农民工就业

科学战科学战““疫疫””重庆在行动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多措并举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