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连日
来，市农业农村局广大党员干部带头
冲锋、全力以赴，第一时间组建抗疫志
愿队，奔赴疫情防控一线，为抗击疫情
贡献“三农”力量。

在G15朝阳卡口、新周卡口、S80
璜泾（南）卡口，市农业农村局青年志
愿者们轮流倒班、不分昼夜，始终坚
守岗位，开展人员排查、查验“两码”
等防疫服务工作，在“家门口”守护着
背后的万家灯火，让青春在“疫”线闪
闪发光。

在璜泾镇、娄东街道等核酸检测
采样点，市农业农村局党员志愿者协
助社区和村委会开展区域核酸检测采
样。他们主动为村民提供服务，耐心
引导，积极维护现场秩序。对老年人
群体，他们悉心指导手机操作，协助录
入身份信息，每次都尽心尽责协助完
成核酸检测采样任务。

在璜泾镇各村，志愿者们挨家挨
户，深入企业和农户开展行程卡排
查、外来人员登记等工作，向企业员
工和村民宣传疫情防控措施，确保不
落一户、不漏一人。在社区点位，志
愿者们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将生活
物资运送到被隔离人员手中，协助小
区开展行程卡查验、体温测量等工
作，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们‘三
农’志愿者更是责无旁贷。”据介绍，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迅速成
立战“疫”志愿队，积极投身疫情防
控一线。全局 140 名志愿者下沉至
璜泾镇、娄东街道的22 个核酸检测
采样点位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抗疫一
线高高飘扬，让党徽在抗疫一线熠
熠生辉。

尽职尽责
“三农”志愿者坚守

防控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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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华）近日，我市农机安全工作喜
获佳绩。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联合对
2021年度苏州市“平安农机”示范镇和示范合作社
予以通报，我市沙溪镇、璜泾镇、浏河镇获评苏州市

“平安农机”示范镇，太仓市聚丰农场专业合作社等
7家单位获评苏州市“平安农机”示范合作社。

近年来，我市不断健全农机安全监管制度，全市
上下高度重视“平安农机”建设工作，市级层面先后
出台多项农机安全领域行动实施方案。各区镇成立

“平安农机”示范创建领导小组，明确镇村两级农机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进一步压紧压实农机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

围绕创新赋能，擦亮智慧化农机建设。探索应
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建设智慧农机
安全监管平台，全市首批纳入平台的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及插秧机等共160台，实现农机实时定位、作业
面积统计、倒车影像等新功能。在“联动娄城”App
中增设“平安农机”模块，围绕农机安全隐患、农机违
法违规行为、烘干中心消防安全等三大事项，统一做
好采集上报、核实立案、指挥派遣、处理反馈、核查结
案等工作。

同时，聚焦源头管理，严格把控农机安全监管源
头风险，在农机检验环节引入社会化力量，在全省率
先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承担农
业机械安全技术检验工作的途径，保障我市农机年
检率在91%以上。同时，细化农机安全监管工作内
容，让“平安农机”理念深植人心。

建立常态化检查机制，对全市76个农机机库和
30个粮食产地烘干中心开展市、镇、村三级检查行
动，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跟踪指导、逐一销号，确
保所有安全隐患100%闭环处置。

创新农机安全监管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张立）草莓园是城厢镇独溇小海
生态农业园中一个“园中园”，以往园中草莓主要供
游客现场采摘，春暖花开，正是采摘的旺季。受疫情
影响，草莓园暂停了采摘活动，开始“云”上销售。

独溇小海草莓园面积为9.5亩，因为注重科学用
药、合理灌溉，草莓品质有一定保障。再加上其所处
的独溇小海环境、风景越来越好，不仅吸引了本市居
民，更有周边嘉定、昆山的市民。草莓采摘活动成了
独溇小海的一个王牌农旅项目，以往草莓的销售基
本不用愁。

采摘活动暂停后，草莓园在草莓的销路上另辟
蹊径，开展了“云”上销售，通过发微信朋友圈、抖音
直播等方式，增加草莓的销路。

“我们采用的是‘云’上销售、线下送货的方式，这
几天的销售还不错，每天能卖出三四百斤。”草莓园负
责人告诉记者，只是与坐等顾客上门采摘相比，线下
送货相对麻烦一些，也累一些。令人高兴的是，昨天
草莓园接到了一个300多份、1200多斤的大单子。

小海草莓“云”上销售旺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
净尽菜花开。”随着天气回暖，浏河镇桃源农场百亩
油菜花迎来了盛花期，大片金黄的花海美不胜收。

3月23日，记者走进桃源农场的百亩油菜田，只
见一眼望不到头的油菜花摇曳着身姿，分外耀眼，黄
花绿叶交相辉映，色彩鲜亮明快，农场呈现出生机盎
然的景象。伴着徐徐的春风，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令
人心旷神怡。

油菜花田中，住在附近的刘伟带着孩子正在享
受春日美景。“因为疫情学校暂不开学，正好带着孩
子出来玩玩。”刘伟说，桃源农场百亩油菜花挺好的，
沉浸在花香中，小朋友玩得特别开心。

据了解，浏河镇桃源农场往年都是水稻和小麦
进行轮作，今年农场种植了100亩油菜，目前正好是
油菜花的盛花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在做好个人防
护的基础上，感受下春日美景。

百亩油菜花开得艳

精准施策
疫情防控春耕生产“两手抓”

□本报记者 李华

近期，面对严峻复

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全系统

党员干部，在扎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坚持疫情防控和稳

产保供“两不误”，落细

落实“防疫+生产”各项

举措，确保群众“菜篮

子”充足、“肉盘子”端

稳、农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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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是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保障。为确
保肉蛋菜奶等“菜篮子”产品市场稳
定，市农业农村局主动靠前、担当尽
责，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稳
产保供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需求。

为确保本地农产品产得出、供得
上，守护好群众“菜篮子”。连日来，
市农业农村局一方面加强对1.2万亩

“菜篮子”工程蔬菜保供基地监管，与
电站生态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等16家单位签订了蔬菜应急保供协
议。同时，还与外地相关种植基地签
订了保供协议，保障蔬菜市场有效供
给。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屠宰企业开
拓货源，优先保障本地畜禽产品供

应。目前，我市在田蔬菜面积1.8万
亩，日均上市量150吨左右，生猪存
栏4.2万头。3月14日~17日，全市
屠宰供应生猪2432头、家禽2862公
斤，可充分保障市民“菜篮子”供给，
满足人民群众的餐桌需要。

走进木瓜传媒锦州路总店，就
能看到“情系三农 抗疫助农”地产
农产品销售区，销售区除了摆放新
鲜地产草莓，还有芦蒿、青菜等多种
蔬菜包……原来，受疫情影响，部分
采收期短、不耐贮藏的农产品出现了
流通不畅的情况。近期，市农业农村
局创新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搭
建线上线下平台，畅通产销信息，助
力稳产保供。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组建了以

“菜篮子”生产基地和农产品营销为
主、农业技术人员等共同参与的微信
群，为交流本地农产品产销信息、分
享生产技术、讨论分销渠道搭建了平
台。同时，搭建起蔬菜基地与分销平
台桥梁，主动出击，当好“介绍人”，推
动迈物云仓、绿阳蔬果、木瓜传媒等
线上线下销售平台与各个蔬菜生产
基地对接，有效畅通了部分地产农产
品销售渠道。

“当前，正值春季蔬菜种植重要
岔口期，我局将进一步组织农技人员
赴蔬菜基地进行春季蔬菜生产技术
指导工作，及时解决当前蔬菜生产技
术问题，指导扩种补种，确保蔬菜市
场供应，丰富市民‘菜篮子’。”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春
耕备耕直接关系着百姓的“米袋子”
和“钱袋子”。连日来，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全系统人员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抢抓农时，因时因势、多
措并举，抓紧抓实春季农业生产，
从严从细把牢种子质量关，为全年
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
保障。

春耕农忙时节伊始，市农业机
械推广站提前摸底调查农机合作社
和种植大户春耕备耕农机手配备情
况，指导农机具检修到位，确保农机
具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春耕生
产。同时，严格执行农机场库安全
管理与定期消杀，以机代人，应用无
人驾驶、机械播种施肥等技术，实现
分时、分散、高效作业。积极创建机
械化示范基地，鼓励引导各类农业
生产主体发展畜牧、林果茶、水产、

设施农业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
以特色农机装备助力农业生产高质
高效。

在做好小麦田间管理工作，确保
夏粮稳定生产的基础上，做好水稻种
子工作，事关秋粮的丰产丰收。为保
障农户用种安全，市农技推广中心早
谋划早行动，多次召开水稻良种补贴
相关工作会议，把种子安全任务分解
到镇、工作落实到村。

为保障我市水稻粮补项目的顺
利实施，市农技推广中心先后赴各水
稻种子生产企业进行入库种子质量
抽样，分批次、多时段对各品种水稻
种子进行发芽率测试，坚决剔除多次
实验不达标的种子，最终确定南粳46
和南粳3908为太仓2022年度良种
补贴品种。水稻良种补贴具体标准
为：常规粳稻标准用种量为4公斤/
亩，补贴标准12元/亩，由市、县两级

财政共同承担。今年，南粳46和南
粳3908计划用种量分别为30万公
斤和39万公斤，补贴金额超200万
元，补贴面积超17万亩，现已完成种
子招标入库工作。

为保证春耕工作有效开展，前期
技术人员开展了水稻种子浸种催芽
实验。浸种能够大大降低水稻得稻
瘟病、恶苗病等细菌性或者真菌性病
害的机率，保障用种安全。后期将开
展水稻浸种催芽现场技术培训和指
导，确保技术服务到位。截至目前，
共发放稻麦良补品种介绍及《告农户
书》逾20000份，疫情期间组织观看
相关技术视频培训2次、培训超100
人次，培训效果显著。

今后，市农业农村局从春耕这个
首要环节做起，紧抓生产，为全年粮
食丰产夯实基础，奏响本市春耕备耕

“进行曲”。

稳产保供
确保重要农产品充足供应

春耕备耕
确保今年夏粮稳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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