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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堵点

沧州早部署早安排保春耕生产

运河区水月寺办事处四合社区党总支书记甄洪月因患直肠癌，先后进行了两次

手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每天忍着病痛、穿着纸尿裤，冲在防控一线——

“守好社区阵地是我的责任”

国网黄骅市供电公司

组织党员服务队
保障菜农用电需求

肃宁

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100%

市人社局推出“四个一”工作模式

助农民工返岗复工
从“家门”到“厂门”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春耕
在即，农时紧迫。为努力做到防疫不
误生产，春耕不误农时，沧州市六措
并举，加强春耕备耕和越冬作物田间
管理，推动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
等堵点，抓紧解决制约春耕生产的突
出问题，稳定春播面积，为全年农业
生产打好基础、争取主动，确保夏粮
丰产。

早部署、早安排，争取工作主
动。沧州市春播作物面积占全年的四
分之一以上，夏粮产量占全年的近四
成。打好春季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这
场开年关键之战，粮食丰产、农民增
收就有了坚实基础。为推动防疫春耕
两不误，沧州市及时召开全市春耕春
播工作视频会议，部署促春耕、抓春
管、调结构工作，制发了 《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的通
知》《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力抓
好春耕生产工作方案》，指导各地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抢抓农时，积
极 开 展 春 耕 备 耕 ， 切 实 抓 好 农 业
生产。

搞调查、强监测，做好农情调
度。沧州市充分发挥农情调度系统平
台作用，组织各县市区开展农情调
度，完成2020年种植计划及春耕农资

供需情况调查。经初步统计，当前全
市化肥 （折纯） 资源量为 9.99 万吨、
农药 （有效成分） 资源量 255.38 吨、
农膜资源量7659吨、玉米种子资源量
8705吨、棉花种子 589.08吨。随着农
资企业复工复产、农资运输通道畅
通，春播时农资供应将会得到有力保
障。同时，组织农技专家到麦田进行
现场调研，详细查看了小麦苗情、田
间土壤墒情、病虫草发生情况，综合
分析了小麦病虫害发生趋势及防控准
备情况，制发了《沧州市2020年小麦
春季管理技术建议》，指导各地农业
技术人员因地、因时、因苗进行生产
技术指导。

抓指导、防灾情，落实关键技
术。春季气温回升快，春旱易发生，
病虫发生概率大。农业部门加强与气
象、水利等部门会商，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和土壤墒情监测，提前做好沟渠
坑塘清淤整修、灌排设备修复等工
作，确保急用水时，浇得了、用得
上。组织引导农机、植保等服务组
织，积极开展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
社会化服务。密切关注根腐病、草地
贪夜蛾等病虫的发生发展动态，及时
发布病虫信息。编写了 《沧州市突发
农业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2020
年小麦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方案》

等指导性文件，组织各县进行精准监
测、科学防控，大力推进统防统治和
绿色防控，提高防控效果，减轻病虫
草危害。

推进种植结构调整。及时召开了
全市春季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推进视频
会议，安排部署春播结构调整工作，
要求各县要充分利用春季播种有利时
机，落实“一减四增”任务。压实调
减低质低效高耗农作物 21 万亩任务，
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高油酸花生、优
质饲草、杂粮杂豆、生态绿化等，优
化种植结构，推动种植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成方连片”计划，抓大带
小、以方带片，打造规模化的百亩以
上的特色产业基地、千亩以上的种植
大方，重点抓好南皮、泊头、青县 3
个万亩大方及黄骅等县市区的 8 个
3000亩以上大片的结构调整工作，确
保调整成效。

保障蔬菜生产供应。及时出台了
《关于保障当前设施蔬菜生产的技术
指导意见》，积极引导菜农适当增加
速生叶菜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增
加产出量。千方百计提高当前蔬菜
生产能力和上市供应量，确保疫情
期间蔬菜产得出、供得上。制发了

《加强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术指导工
作的通知》，指导农户合理科学用

药，严格禁止使用禁用农药，保障
蔬菜产品质量安全。鼓励生产者落
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做好自
我质量控制、自我承诺，“菜篮子”
产品随车附带合格证上市。制发相
关文件，指导农户早防、早控，重
点做好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等
病害防控，蔬菜育苗企业和菜农及
早动手，为早春设施蔬菜、大田蔬
菜种植生产做好准备。

开展“抗疫情·解农困”行动。
设立服务热线，积极引导农资经营主
体做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春
耕物资的供应调度，会同公安、交通
运输等部门协调推动生产资料的复工
复产和畅通运输工作。印制发放了
1900份“农产品 （农资） 跨省跨市运
输通行证”，帮助160多家涉农企业在
省农业农村厅办理了“民生保供企业
资质证明”，大大缓解了涉农企业原
料和产品运输难的问题。市县两级共
协调处理群众反映肉禽销售受阻等各
类问题 373 个，全市蔬菜市场供应基
本稳定，肉、蛋、奶等畜产品自给有
余。执法部门加大农资执法检查力
度，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资市场和
产品质量的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和哄抬物价等坑农害农的违法行为，
保障农资市场稳定。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3月5日，在沧州市运河区水月寺办
事处四合社区，记者见到党总支书记甄
洪月时，他正伏在案头汇总几天来审核
的居民电子通行证。“跑了 3 天，社区
3763 名居民的电子通行证终于审核完
了！”55 岁的他，两鬓斑白，却露出比孩
童还开心的笑容。案头旁，用于癌症康
复的药丸，他还没顾上吃。

2019 年，甄洪月因患直肠
癌，先后进行了两次手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每天
忍着病痛、穿着纸尿裤，冲
在防控一线。

“打好社区疫情防
控阻击战，守好社区阵
地，是我的责任！再苦，
也要坚持下来。”甄洪月
笑着说，“社区30名工作
人员，从除夕到现在，没
有一个掉队的！”

“我们社区西边是大运
河，东边是繁华的华北商业
圈。0.3 平方公里的面积，住着
1983户居民。”甄洪月说，平房多、困
难群众多、流动人口多，是疫情防控的
难点所在。只有解决好这“三多”问题，
才能实现疫情防控的精准化。

从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那天
起，甄洪月就上足了“发条”，既是指挥
员，又是战斗员。

流动人口多，他就全力做好新华桥
口等重点卡口的值守。大年初一，冒着
凛冽的寒风，他和同事搭起彩钢板房，
深夜和卡口工作人员一起值守。

平房多，为居民排查和信息登统带
来不便，甄洪月挨家挨户上门核实。平
房片区在运河岸边，与河沿垂直落差有
7米多，道路弯曲且通行不畅，他常常要
等到一些租户22时左右回来，骑着车子

赶过去排查、登统。
困难群众多，疫情防控期间，他

们的大事小情都要顾及。社区中的福
利小区居住着178名残疾困难人员，谁
家的蔬菜不够吃了、米面没有了，甄
洪月心里都有数，总是在第一时间和
社区工作人员给他们送去。盐场片区
58 岁的贾俊红患糖尿病多年，2 月 12

日，她在院里不慎摔倒，由于体重较
重，其丈夫一人无法抬动。甄洪月接

到电话，冒雪和 5 名同事步行赶
到，把贾俊红妥善安置好。

“疫情防控，容不得半点
‘虚活’。我们不仅要为群众

筑起安全的堡垒，还要把
困 难 群 众 的 诉 求 放 心
间。”甄洪月说。

每天起早贪黑奔走
于社区、卡点和居民
家，在群众眼中，甄洪
月 就 像 一 个 不 停 歇 的

“陀螺”。
然而，同事和家人却

始终为他揪着一颗心：2019
年 4 月，甄洪月患直肠癌入院

手术，进行了 6个月的化疗，当年
10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甄洪月不

顾家人的反对，第一时间冲到了防控最
前线。

身患直肠癌，排便不畅，他就穿个
纸尿裤，跑东跑西。手术化疗后，他的手
脚经常是麻的，脚心更是像踩了石子一
样难受。为了不耽误工作，减少疾病带
来的不便，他连饭都不敢多吃，有时咬
口馒头，有时就吃口方便面。

“1月份复查的时候，医生专门提醒
他，身体重要，先别上班。可他就是不
听。”甄洪月的妻子姚艳萍在运河区南
湖办事处工作，也被组织派到南川楼社
区防控一线，她深知丈夫的不易，默默
为他准备了大量的卫生纸和备用的

裤子。
“现在正缺人手，我不能离开。”

甄洪月安慰妻子：“这就像打仗一样，
我不能当‘逃兵’，必须与同志们并肩
作战。”

“这些天，晚上很晚，甄书记还在困
难户家中进行电子通行证登记和审
核。”水月寺办事处分包四合社区的组
织委员刘立夫告诉记者：“每天甄书记
回去得都很晚，第二天，又早早冲到了
疫情防控最前线……”

在甄洪月的办公桌上，两盒用于治
疗癌症的药还没开封。他说，这是前不
久市区一名叫房金梅的女士送给自己
的，因为工作太忙，还没来得及吃。

“房阿姨送药的时候我也在场。”刘
立夫说，她和老书记并不认识，是看到
媒体的报道后，被他的事迹感动，主动
找来的。

“素未谋面的热心人士对我这么支
持，我更没有理由说苦叫累了。”甄洪月
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干
部，要把社区疫情防控的每项工作都做
扎实。疫情不灭，我坚决不下一线！”

40 多天时间里，全社区 1983 户居
民，甄洪月和社区同事挨家挨户总共走
访了 5 遍。从打电话排查，到建立一户
一档表、录入每户照片，再到审核电子
通行证，一遍比一遍任务重，工作思路
却一遍比一遍清楚。

“看似任务多了，自己身体也有些
吃不消，其实心里却更轻松了。”甄洪月
说，“疫情防控工作就像过一道道坎，每
过一道坎，离终极目标就越近！”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为进一步解决企业在员工返
岗、物资运输、资金运转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力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肃宁县结合实际，
制定了加快全县企业和项目建
设复工复产的多项措施。

畅通企业本地员工返工返
岗通道。对于本地返工返岗人员，
由乡镇统一办理出行证件。各村、
社区进行必要的体温检测和消
杀，未见异常一律予以放行。

帮助外地员工返工返岗。针
对返工返岗职工比较集中的地
区，组织专车、铁路专列或专门
车厢实施“点对点”接回，包车费
用由县财政全额保障。同时，免
费为外地返岗员工提供保险，为
返岗接送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
及因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员进行
赔偿。对企业通过包车、企业间
拼车等方式接来源地相对集中
的员工所产生的包车费用，由政
府全额补助。对通过铁路列车、
客运汽车方式返肃的企业员工，
车票费用政府全额补贴。

强化外地返工返岗员工管
控。对外地返工返岗人员，凡是
提供本人“行程证明”和所在社
区或村委会出具的健康证明
的，可立即复工到岗。企业做好
科学防控，原则上不允许外出，
安排其边工作边医学观察，并
保障职工食宿。

加强企业用工帮扶。凡是企

业新招录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
新员工，并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
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企业，按每人 1000 元标准给予
用工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保障交通运输渠道畅通。取
消不合理的交通运输管制措施，
确保县域内企业生产物资运输
车辆畅通无阻。凡是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有外出需求的企业，均可
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办
理复工复产企业出入通行证件。

帮助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对
于涉及全县 2020 年新开工、续
建、保投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重点领域以及民生领域等项
目并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帮助其
统一申请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
分行“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
资专项支持，确保全县重大工程
和重点项目尽早开工和建设。

实行县领导包联和驻厂员
制度。对于规上工业企业实行县
领导包联制度，监督指导企业做
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工
作。同时，各乡镇要选派驻厂员，
提供“一对一”靠前服务，及时了
解企业面临的困难，积极向企业
推送政策，并协助企业解决复工
复产遇到的各类问题。

截至3月1日，肃宁县复工
企业达167家，复工率93.8%，企
业返岗人员6398人。其中，规上
工业企业复工 46 家，复工率
100%，返岗率75.71%。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马玉杰）疫情防控期间，
为解决企业招工用工问题，沧州
市人社局创新“四个一”工作模
式，做好就业服务，实现农民工
返岗复工从“家门”到“厂门”。

建立一个机制。市人社局
建立了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
度保障机制，设立 65 名人社服
务专员，建立农民工务工情况
日报制度和重点企业用工台
账，统计各企业用工情况，全面
掌握企业复工时间及用工需求
情况。截至目前，监测复工复产
重点企业111家，发现用工缺口
746人，通过各种渠道为企业解
决用工缺口590人。

搭建一个平台。开通农民
工返岗复工“点对点”用工对接

平台，建立农民工务工情况日
报制度，目前平台上线企业 34
家，录入人员信息 267 条。协调
275辆车组建应急保障车队，对
规模较大、返岗集中的提供专
车护送服务。

组织一批招聘。开展“防疫
情促就业”网络招聘专项活动，
畅通多种渠道发布企业用工需
求。目前共举办线上招聘会 34
场，发布 1600 家用工单位招聘
岗 位 3.52 万 个 ，网 上 点 击 量
13.8万次。

开展一轮培训。暂停线下集
中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推
进“互联网+创业培训”，30多所
职业培训学校为农民工开设了
网上课堂进行培训，有 8000 多
人正在通过网络参加学习。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朝
峰）“供电稳定，灌溉及时，我们
的蔬菜提前上市了，这不，我们
的头茬西红柿刚一成熟，就被市
区客商订购一空，第二茬预计下
周又可以成熟了，谢谢你们供电
公司啊！”3月 8日，在黄骅市官
庄乡小胡庄村的联众种植专业
合作社，大棚负责人郑福军指着
温室大棚内即将成熟的西红柿，
笑着对前来了解用电需求的国
网黄骅市供电公司员工说。

官庄乡以现代化农业大棚
蔬菜种植为特色产业，建有蔬
菜大棚 168 个，占地面积约 400
亩。新建的智能化蔬菜大棚各
项自动化设施都需要用电，尤
其是育苗取暖期间，每个温室
大棚每天最大用电负荷能达到

120千瓦。温控设备对秧苗存活
率和生长期的影响非常大，稳
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成功度过
育苗期的关键。

随着复工复产行业范围的
逐步扩大，国网黄骅市供电公
司主动对接当地乡政府和农业
部门，采取“上门服务、跟踪服
务、预约服务、应急服务”等服
务形式，全面做好蔬菜大棚供
电保障工作。

春耕春灌期间，该公司组织
党员服务队员定期上门，全面检
查黄骅市蔬菜大棚用电设施运
转情况，及时处理用电安全隐患
缺陷。宣传推广“网上国网”
App，指导菜农抗疫期间足不出
户办理新装、增容或变更用电业
务，确保购电方便、用电及时。

▲日前，甄洪月（左）深夜来到新华
桥卡口巡查值守情况，嘱咐值守工作人
员做好防寒保暖。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 洋摄

▲日前，在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育苗车间里，育苗员工正在管理蔬菜秧苗。肃
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示范合作社，为不误农时，员工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加班加点加强管理，备好西红柿、黄瓜等30个品种1000万株各类蔬菜秧苗，保障蔬菜
种植户春种。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进涛摄

▲近日，南皮县玉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技员
昝庆华正在对大棚甜瓜进行授粉管理。作为扶贫产业
项目，该合作社种植的“博阳九”甜瓜进入开花授粉
期，4月初即可上市。 河北日报通讯员 南宝通摄

近日，在河间市宝泽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内，工人正
在进行产品吊装。河间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解决复工复
产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序引导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河间市规上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率达98.26%。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世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