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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做了十几年的老电焊工
了，手艺没话说。”“就是工资方面还
能不能再高点，四千是不是有点低
了，他在外面做的时候能拿到五六千
块一个月。”3月3日上午，怀宁县石
牌镇青圩村党群服务中心里，一场不
集中、不热闹、不见面的“劳务对接
会”正在进行中。

正在电话里扮演“劳务中介”角
色的，是镇政府驻村干部李明。而被
他大力推介的“老电焊工”，是村里的
贫困户陈结新。当天上午10时许，李
明在对照重点企业招聘信息打了不下
十多个电话后，终于为陈结新找到了
合适的岗位。

“明天就可以去县工业园与企业现
场对接，有镇政府包车免费接送，安
全省心。”在陈结新满意而归后，李明
的电话终于有了片刻的安宁，直到下
一个“客户”来临。

“之前我们一直在宣传，不光是入

户宣传，手机上像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QQ 群等也都在求扩散。每天都有人
来，我们就根据他的技能，对照县工业
园和镇内企业的用工需求，帮他找合适
的岗位，再电话联系企业。”青圩村党支
部书记林成林告诉记者，每天他们会将
达成初步意向的信息汇总到镇政府，次
日由镇政府统一安排车辆将相关务工
人员接到企业进行现场协商。

记者了解到，为扩大本地就业，
该镇还通过《石牌镇关于促进园区就
业的奖励办法》送出福利，包括“对
2020 年新入县工业园企业就业的员
工，每人每月按60元标准给予交通补
助费；每人每月按100元标准给予住房
补贴；联系相关学校，帮助就业人员
子女就学，可优先考虑租住公租房
（仅限在石牌就读就业人员子女）；对
有困难的就业人员家庭，按照相关政
策及时提供帮助”等。

在镇村干部用心推介下，石牌镇

每天都有数十人与企业达成初步意
向。仅在3月2日，该镇的“人力资源
专车”就搭载了38位怀揣就地就业梦
想的务工人员到怀宁县工业园。

怀宁县普照专业合作社，是石牌
镇普济村的扶贫基地。3日下午，基地
的辣椒大棚里，人们正在做些除草施
肥的田间管理工作。这群人中，有一
个名叫李金胜的贫困户，自打合作社
开张起，就在这里务工，这一项每年
能让他额外多出七八千元的工资收入。

而那只能算是副业了，李金胜是个
庄稼汉，给自家务农才是主业，更何况他
还有另一项副业保障了他的脱贫——那
就是约有八百只土鸡的小养鸡场。

因为疫情的缘故，物流运输不
畅。有镇村组织的代购人员，人自然
是饿不着，鸡呢？这一度对此有疑问
的李金胜感到焦虑。2月15日，正月二
十，眼瞅着鸡要挨饿了。

“我这需要几百斤的玉米喂鸡，能

给代购不？”望着“石牌镇疫情防控联系
卡”上的“不出门、有需要、找我们”这九
个大字，李金胜打通了卡片上的电话。

“行，我登记一下，尽快派车去
装。”电话那头是村干部陶结林，他爽
快地答应道。就在次日，300公斤玉米
就送到了李金胜的鸡舍。

当然，代购农资的服务，不仅仅
针对贫困户。“主要是种子、肥料、饲
料，老百姓比较急切需要的。”陶结林
介绍说。

在这段特殊时期，在石牌镇层层
设防的防疫体系中，那张“联系卡”
上的“农资专员”们用660次代购，服
务着田野间的复工复产，呵护着这个
蔬菜名镇的春天。

当然，按下“播放键”，登场的角
色不止如此，他们是宣传就地就业政
策的“宣传员”，他们还可以是服务企
业复工复产的“店小二”……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铁鑫

当复工复产“播放键”轻轻按下

本报讯 太湖县北中镇紧
绷疫情防控这根弦，通过建立

“十户联防”机制，扎实做好联
防联治、群防群治，誓将战

“疫”进行到底。
“我鼓起勇气写这份入党申

请书，希望成为一名党员，与
全村党员干部共同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北中镇沙
河村村民石华琼自聘为沙河村
联防长以来，积极投身于疫情
防控第一线，切实履行联防长
的工作职责。

“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共
产党员往前冲。”沙河村老党
员、退伍军人陈华明，他主动
帮助居家隔离户和群众代购生

活必需品，引领广大群众积极
投身到“疫情防控、保护家
园”行动中来。同时，他还将
1000元的党费交给沙河村党总
支部……

像这样的党员和群众还有
许多，村里成立了生态护林员
应急队、巾帼妇女志愿服务
队、大学生志愿服务队，沙河
村妇联主席吴素娥一家四人，
夫妻俩、儿子、儿媳一起战斗
在“疫”线，守护好群众的健
康安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豁得出、顶得上，将最美
身影留在战“疫”最前线。

（通讯员 吴承钺）

太湖：联防联治保护家园

本报讯“困难有，外地技
术工人还没到位，暂且只能自
己顶替。”在怀宁县秀山乡蒋楼
村湖羊养殖产业扶贫基地，企
业老板张国胜向前去调研的扶
贫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目前存
在的困难，“200 多只基础母
羊，保育繁殖工作不能停，自
己管理压力很大，希望政府能
帮忙联系养殖技术人员上门解
决困难。”张国胜说。

像张国胜这样的产业扶贫
基地秀山乡一共有6处，为了充
分了解扶贫基地受疫情影响情
况，帮助尽早复工复产，保证
扶贫项目优先运行，秀山乡组
织专人开展调研，详实记录生
产经营困难和复工复产需求。

秀山乡克服疫情阻力，坚
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
贫攻坚，通过协调各方资源，
为扶贫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降低产业扶贫基地因疫情影响
造成的损失，保障农业生产资

料供应不断档，保障企业带贫
减贫效果不折扣，全力以赴打
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连日来，秀山乡对全乡 316
户的产业扶贫需求与意向开展
了地毯式的摸排，通过摸清贫困
户是否具备产业发展条件，进而
帮助其选择合适的产业类型、制
定2020年“一户一方案、一人一
措施”，力争为全年脱贫攻坚工
作打牢基础开个好头。曹立胜
是秀山乡双龙村贫困户，2019年
春季他申请了特色种养业扶贫
项目，自主发展家禽养殖。一年
来在乡村干部的帮扶和自己的
努力下，产业项目产生了明显效
益，六口之家人均收入达到了
6281元，终于在2019年底顺利实
现了脱贫。今年乡、村继续支持
他自力更生，鼓励他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准备实施2020
年的养殖项目，尽早走上从脱贫
到致富的“快车道”。
（通讯员 檀志扬 余振国）

怀宁：
为扶贫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 “我们陈汉乡地处大别
山区，农特产品种类多、品质好，土
鸡现有6万多只，鸡蛋日产1万多个。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农产品流通
不畅，导致土鸡、鸡蛋、南瓜、红薯
大量滞销，在此呼吁各地商超、批发
商户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您的
援助之手，多多宣传，帮助我们的农
户走出销售困境，同时欢迎各位观众
来山清水秀的陈汉乡走一走。”近日，
宿松县陈汉乡乡长贺潮水变身主播，
通过京东直播为陈汉乡土特产代言，
帮助农户销售滞销农产品。

乡长带货直播在微信、朋友圈各平
台发出后，被广泛传播，深受网友追捧，
当天直播观看达2万人次，短短两个小
时，帮助农户销售数千元滞销农产品。

连日来，陈汉乡通过对农户进行
摸底调查，摸清农户因疫情造成的农
产品待销情况。通过线下、线上齐发
力，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为农
户排忧解难。

线上对接找突破。通过县融媒体
中心依托海豚云安徽省级平台与京东
合作，开通“安徽省农产品绿色通道”，
策划“安徽县融暖心行动”，借助全渠

道、全业态等落地优势，让这些优质的
农产品迅速送达更多用户手中。

线下对接找销路。针对农户待销
农产品品种多、产量少、较分散等特点，
组织乡村食堂优先采购本地农户待销
农产品，并在广福农贸市场设置农户农
产品销售点，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居民销售农产品。加强与本地复
工复产企业及已开业的商超对接，组织
开展农户待销农产品直供直销服务。

陈汉乡库南村养鸡厂的鸡采用生
态竹园林下散养。疫情期间，外销物流
停滞，鸡场老板朱保林看着积压的鸡蛋

发了愁。针对这一情况，陈汉乡的机关
干部们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积极宣
传，乡长贺潮水的直播造势则将销售活
动推向最高潮，不少宿松市民看到消息
后向蛋鸡场订购鸡蛋。“非常感谢你们
的帮忙，不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卖掉这些鸡和鸡蛋。”朱保林对帮他卖
农产品的机关干部们连声道谢。

“带货直播”突破传统的销售模
式，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积极
转变，解决了农户的燃眉之急，最大
限度地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

（记者 方文 通讯员 何成功）

乡长“带货直播”抗疫助农

本报讯 “政府的政策越
来越好了，我和我老伴不用出
门也能找工作了。我从去年腊
月辞职回来到现在还没出去，
受这疫情影响还在担心什么时
候出去打工，没想到政府这么
快帮我们找工作了。”3月6日
下午，刘俊义刚刚从桐城市仁
恒服饰有限公司下班回来，看
见来回访就业情况的村干部，
很高兴地答应道。

刘俊义，系该市吕亭镇陡
岗村村民，早年一直在深圳打
工，今年受疫情影响一直在家
尚未出门。近日，镇村干部通
过下村摸排走访，了解刘俊义

的基本情况和就业意愿，主动
联系对口企业，诚邀他进工
厂，实地观摩。随后，刘俊义
表示对岗位很满意，要留在桐
城市仁恒服饰有限公司。

连日来，吕亭镇坚持疫情防
控和稳就业两不误，全面开展

“在家顾家 就地就业”专项行
动，摸清返乡农民工底数，广泛
收集就业岗位信息，做好人员和
岗位“一对一对接”，全力做好企
业复工复产和稳就业工作。截
至目前，该镇返乡人员就业 23
人，营造了良好的“在家顾家
就地就业”氛围。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赵舟）

桐城:返乡人员就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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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一个乡镇，两千多人在湖北务工——在这场战“疫”之中，怀宁县石牌这个繁华的古镇被迫

全面按下“暂停键”。当到了按下复工键，播放春耕曲的时候，活跃在抗疫一线的党员干部们，则

有了更多的角色担当……

本报讯 自疫情防控开展
以来，望江县雷池乡驻上海流
动党员支部，先后3次开展爱心
捐款活动，支援家乡抗击疫情。

该乡驻上海流动党员支部，
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发出捐款支
持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倡议书，
凝聚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广大
党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纷纷
主动捐款，自2月3日至9日，共
有22名党员和7名积极分子积
极捐赠，共计资金31400元。2月

14日，该支部支委成员及部分党
员，再次向家乡捐款，用于购买
防疫物资。短短一小时时间，捐
款万余元。

3月 7 日又有 56 名党员积
极 响 应 倡 议 ， 向 家 乡 捐 款
10975元。

目前，该流动党支部累计
捐款52375元，以党员的实际行
动，为党旗增辉、为家乡添彩。

（通 讯 员 童 文 星
记者 胡玉堂）

望江：
驻沪党员齐发力 三次捐款献爱心

本报讯 华阳河农场与湖北省黄梅
县毗邻，农业生产上与湖北联系密切，全
场稻虾种养面积5.5万亩中有3.3万亩被
湖北231人承租。企业处在新冠肺炎防
控的最前沿，防控任务极其艰巨。如何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春耕备耕战，成
为华阳河农场面临的两场硬仗。

八方筹措保供应

“疫情发生后，我们冬储肥料签订
的200吨尿素协议，对方违约不能供
货。”农场农业服务公司副经理高安讲
到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农资采购难题。

面对特大疫情下农资货源短缺、道
路中断、人力缺乏、车辆运输受阻等诸
多不利因素，为确保小龙虾饲料和10万
余亩农田所需生产资料，农场克服重重
困难，想方设法采购所需物资。

“春节之前，我们购进的农资全部
是送货上门。春节以后，因货源短

缺，一些有货的厂家也要我们上门提
货。”高安说。

华阳河农场从大年初三开始，就
通过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与安庆、
合肥、蚌埠等地的供货商联系，再通
过供货商筹集，才凑齐尿素200吨。因
交通受阻，肥料只能发运到离农场70
公里以外的宿松县火车站。农场又与
宿松县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对接，由
农场去火车站提货。

“大年初八，疫情之下、没有人装
卸，我们自备干粮，从农场带人到火
车站去提货，因家家户户关门，中午
吃泡面开水都找不到。”高安说起当时
的情景，苦不堪言，“人工费加运输车
费，每吨肥料的成本大约增加了 180
元，即便是亏本卖，我们也要把这批
肥料搬运到家。”

就这样，春节期间，分三批购进肥料
438吨、除草剂2.7吨、小龙虾饲料53吨，
保障了春耕生产所需农资及时到位。

你的田地我来管

立春过后，气温回升。华阳河农
场 4.3 万亩小麦进入分蘖生长期。此
时，加强小麦田间管理极为重要。

“做好小麦春季田管，农场在保证
防疫所需人员的同时，将农业生产人
员编成农技和农机两组，对春耕生产
实施统一指挥管理。”农场农业资源部
部长汪永华说。

农技组对小麦病虫草害进行监
测，利用微信群和短信，发布农技信
息，推进小麦生长期关键技术的落
实，改变以往面对面的技术指导。

“目前，农场4.3万亩小麦施肥作
业全部完成，并做好防病治病的各项
准备工作。”汪永华说。

雨水之后，小龙虾进入生长发育
的旺季，需要不间断地向稻虾田续
水，并定期投喂饲料。而此时，正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湖北
所有的承租户不能返回农场，其承租
的3万多亩虾田将面临春季无人管理的
窘境。华阳河农场及时制定了预案。
一方面，由湖北承租户在农场委托农
户代管；另一方面，由农场组织“专
业服务队”帮助其进行田管。目前，
委托农户代管的面积已超过1万亩。

马国胜是代管员中的一人，在农
场的协助下，湖北黄石的承租户吴桂
华和吴华荣委托马国胜对其承租的
437 亩虾田实施春管，相互间通过微
信进行指导交流。

在春耕备耕的重要时节，华阳河
农场开展统一管理、委托代管等服
务，既减少了人员聚集和湖北承租户
返场带来疫情防控风险，又抓住了农
时，解决了春耕生产的难题，还增加
了部分不能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实
现了农业生产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
不误。 （通讯员 李龙）

战疫情保供应 抢农时备春耕

3月8日，天气晴好，在潜山市余
井镇的玑胜家庭农场内，农技人员正
在对 800 多亩小麦、油菜进行无人机
施肥作业及病虫害防治。开春以来，
潜山市安排 40 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查苗情、墒情、病虫草害，并
指导60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事服
务中心开展机械植保作业。

通讯员 仰焘 程辛林 摄

农耕田管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