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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贏抗疫阻击战 稳固三农基本盘 

沈建华 马波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鱼米之乡往常夏日的平静，让江苏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夏秋之交。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江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闻令而动，迎难而上，迅速形成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防控的局面。

各地在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个重中之重的同时，毫不放松抓好秋粮、“菜篮子”产品生产、产销衔接，加

快“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步伐，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扎实推进稳产保供各项工作，夯实三农发展

基础，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双胜利”，构建了靓丽的江苏抗疫稳产保供绿色风景线。 

“我这里是江宁谷里，有 40 亩葡萄愁销路，每天近 2000 斤葡萄成熟，总产量 5 万斤左右，以前都是游客采摘，现在没有

销路。”“我这里是湖熟街道，翠冠梨大量上市，有库存 8万斤左右，快递不能发，也不能来园区采摘提货。”“我这里是溧水区，

有火龙果 5万斤、黄桃 3万斤、猕猴桃 10万斤……”进入七八月份，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南京市大量水果供货受阻、外销渠

道收窄，不少基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滞销。疫情防控，农业生产，如何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专题部署，通过

发放绿色通行证，线上线下开拓渠道等方式，解决了地产农产品滞销难题。疫情来袭，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用实干担当，筑

起了防疫保供的坚强壁垒。 

强化组织保障，织牢疫情防控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江苏各地迅速部署落实农村地区防控工作，从严从紧扎牢防控的铁篱笆，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

健康财产安全，坚决打好抗疫保供这场硬仗。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全面部署抓紧抓实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在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带队分别赴南京、徐州、连云港、镇江、泰州等地开展调研督导。

坚持全面宣传发动，出台《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打好季节战役的通知》，常态化开展“四清一治一改一管”村庄清洁

行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上下联动，层层推进，迅速部署落实各项防控工作。 

“我们辖区人口比较多、网格体量比较大。人员进出排查、核酸检测维持秩序、村里的消毒杀毒、困难人群的帮扶、隔离

人员的服务要跟上，任何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出差错。”南京市江宁区龙尚村有关人士说，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每 1名党员与周

边 11个农户形成联户责任制，通过“1+11”模式，织起了一道科学有效的农村“硬核”防疫网。 

扬州市建立市、县、镇、村四级指挥体系，全市 75个乡镇、1075个行政村均建立起防控管理网格，通过乡镇干部包村，组

织开展宣传、排查、管控等具体工作；村“两委”、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包户，“点对点”排查风险，实行乡村重点人员“日查

日报”“人员返乡登记备案”等制度，对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实行“手拉手”闭环转接，做到人员流动底数清、数据新、情

况明。 

苏州等地发出《致全市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号召农民群众落实个人防护措施，积极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在昆

山周庄镇，防疫广播时时回荡在镇上的各个角落，当地农村大喇叭用普通话与周庄方言广播，让没有智能手机接收信息不方便

的老年村民，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防疫形势。宿迁市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消毒管理，每日消杀不少于 2 次；对办公场所

和环卫人员休息场所进行常态化消毒处理，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等。 

服务稳产保供，夯实三农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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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一手抓紧农村地区防控措施落实，一手抓牢秋粮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定期调度农业生产信息，

强化指导服务，筑牢稳产保供基础。针对疫情期间，部分地区出现饲料等生产资料调运进不来、畜禽及其产品运输出不去、生

产原料供不上等苗头性问题，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疫情防控和畜产品保供两手抓、两手硬，维护好畜牧

生产秩序，保障畜产品市场供给。淮安市农业农村局推出特殊事项预约、上门、代办等服务措施，保障了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及

企业正常生产。江苏省全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在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的生猪养殖场因饲料贮备不足，5000 多头生猪面临着断粮

的困境，而饲料运输车因疫情限行被堵在公路上无法通行。淮安区农业农村局重大项目办公室接到企业求助电话后，立即组织

人员赶往现场，协调联系沿途所经镇街沟通路况，安排车辆引导，使饲料及时安全送达养殖场。 

为了保障渔业正常生产，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做好渔业生产管理确保水产品有效供给的通知》，督促各地渔业养殖、水

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渔业生产经营单位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全力确保渔业生产平稳有序、水产品供给稳定、产品质量有保障等。 

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采取线上线下等方式，强化指导服务，保障蔬菜、果品、肉蛋奶、水产品等生产供应稳定，确保抗

疫中的市民“菜篮子”装得满、拎得实。扬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展开“奋战 100 天夺取秋粮丰收行

动”，毫不松懈抓紧秋粮生产。通过召开线上虫情网络会商会、踏田调查苗情、墒情，制定田管方案等方式，强化防灾减灾、田

间管理和病虫防控，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对因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无法开展田管和病虫防治的种植户，引导附近服务组织或

种植大户开展托管服务，确保不误农时。 

省农业农村厅利用“农技耘 APP”组织动员全省农业科技人员，创新技术服务方式，进行远程指导和在线咨询，开展“不见

面”的云指导，在线答疑 1700多条，2个月内新增用户 1.6万人，访问量逾 450万次；协同 22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

138 个创新团队，及时、分类编发农牧渔业应对技术措施 237 篇，阅读量达 30.2 万，为科技防灾减灾，助力抗疫保供发挥了重

要作用。 

战疫情保生产，“机械化部队”显身手。7 月底，扬州市邗江区为阻断疫情传播，对各村之间的道路进行了物理隔离。邗江

区公道镇大众机插秧合作社理事长徐大中克服困难，动用无人植保机 3台，为全镇有需求的农户进行植保治虫 8000多亩。为充

分发挥农机装备的技术优势，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做好农产品生产保供特色农机等装备维护保养和田间作业，加快先进适用农机

具推广应用。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汪远深有感触地说：“疫情期间，只需要把该提供的材料准备好，在投档系统里拍

照上传就可以了，补贴申请一趟都不用跑了！”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业机械的需求量骤增，2021

年的两批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9亿多元已下拨到县，确保农民购机及时享受补贴。 

积极纾困解难，构建流通快车道 

疫情防控时期又恰逢水果蔬菜大量上市阶段，如何解决防控措施对农产品流通带来的影响，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必须解决

的难题。近日，南京市栖霞区农业农村局收到一份特殊的“12345 工单”，这份工单的诉求内容不同以往，没有问题反馈、没有

矛盾纠纷，反而是一名朴实的农业经营主体因政府帮助滞销葡萄打开销路而表示的感谢。 

“因为疫情影响，以前上门来批发的车子现在进不来，我们也出不去，2万多公斤新鲜莲藕在地里卖不出去，急得睡不着觉。”

南京平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大平的焦虑不是个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农产品销售受到较大影响，一些

农户遇到售卖途径被切断、销售平台被取消、送货渠道被阻滞等问题。省农业农村厅与交通运输厅、公安厅三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和农业生产保障物资正常流通的紧急通知》，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保障物资运输车辆可实行专用通道

制度，保障运输车辆优先便捷通行。确保通往大型农贸市场、蔬菜交易市场、养殖场、饲料企业、屠宰企业、蔬菜生产基地、

蔬菜重点产区（村）等关键场所的公路畅通。确保省域内持有通行证的应急运输车辆正常通行，切实做好省际间运输保障工作，

保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保障物资正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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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部分地区农产品“卖难”“买难”问题，省农业农村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

产销对接与市场运行监测，切实加强市场监测与预警分析，提高预警预报服务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积极开展农产品加工收储，发挥好“蓄水池”和“稳压器”的作用，分期组织市场投放，确保农产品产销顺畅，防止

出现短时卖难和断供现象。 

在解决巩固原有产销对接关系的前提下，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充分利用第三方平台，开展直采直供、订单配送、社区团购等

业务。注重创新农产品营销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农超对接、农批对接、线上团购、网络销售等售卖方式，组织电商平台积极

参与“互联网+”营销富民行动，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中国邮政江苏分公司、南京盒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淘宝买菜、江苏钟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平台销售渠道，为生产、消费主体搭建对接平台。江苏钟山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为淮安洪泽大米、六合金牛湖葡萄等绿色食品开通绿色通道，与洪泽大米签订全年供销协议，总额达 700万元。 

省互联网农业发展中心发挥省农产品产供信息报送查询平台“苏菜直通”的帮扶助农作用，及时为滞销农产品“牵线搭桥”，

促进产销顺畅衔接。“农技耘 APP”平台及时对“农技耘-苏菜直通”进行信息梳理和分类，日均报送产品信息 4000 余条，供邮

政、顺丰等企业对接销售。目前，“苏菜直通”平台收到来自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养大户等不同主体发布的农产品

产供信息日均达 4000余条，其中不少是滞销农产品信息。 

风雨过后见彩虹。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局面来之不易，但风险依然存在，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在时刻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必须争分夺秒，一着不让，切实抓好农业生产、科技创新、乡村建设、农村改革和安

全稳定等重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三农目标任务，确保在大战大考中交出三农满意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