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我市广大乡村铆足拼劲、
干劲，抢抓农时、不负好春光，打好
春耕备耕“主动仗”，广袤的宜城大
地上，正奏响一首首“热辣滚烫”的
春耕进行曲。

俗话说，春耕未动，农资先行。
“服务保障曲”无疑是春耕进行曲里
重要乐章。既要搞好农资的调配，
开设农资运输绿色通道，对化肥等
物资优先调送、卸车和办理，保障农
资储备充足；又要选派服务小分队
下到田间地头，加强农机作业服务
保障，组织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
春耕备耕。

百事农为先，科技显身手。“科
技兴农曲”自然是春耕进行曲里最
美妙乐章。必须坚持向科技要产
量、要效益、要竞争力，通过品种的
改良、农田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农作
技术的进步，保障粮食生产增产增
收。同时，让互联网、自动化、人工

智能等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于春耕备
耕，努力实现“耕、种、播、收”的全程
机械化，让广大农民朋友从会种田
跃升“慧”种田，吃上“智慧粮”。

春季田管，举足轻重。“田间
管理曲”当然是春耕进行曲里关
键乐章。当前，正值冬小麦返青
关键期，要抢前抓早，因地因苗
科学落实田管措施，促进苗情转化
升级。特别要加强气象为农服务，
做好灾害性天气防范和病虫害防
控等应对准备，努力降低灾害损
失。农业技术人员更要深入田间
地头、进村入户“传经送宝”，指导
田间管理，为夏季粮油丰收奠定
坚实基础。

绿色是农业的靓丽底色。“生态
“和谐曲”则是春耕进行曲里不可
缺失的乐章。必须在春耕生产中注
重绿色生态，比如，落实有机肥购
买补助政策，大力推广炕灰、人畜

粪便、草木灰等有机肥的存储和使
用，开展有机肥替代和农膜补偿试
点……多措并举推动绿色生产方式
在广袤田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最是一年春好处，春耕春播正
当时。春耕备耕正进入关键时期，
新的耕耘已经开始，新的丰收正在
孕育，就让这奏响的春耕进行曲更
加“热辣滚烫”些吧，丰收的愿景必
将在宜城大地可期可望。

奏响“热辣滚烫”的春耕进行曲
艾才国

春节假期结束，全市乡村纷
纷开启“忙碌模式”，广大经营主
体深入田间地头，撸起袖子加油
干。2月 18日，市农业农村局
发布《关于扎实抓好2024年春
季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的
意见》，聚焦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号召全市农民抢抓农时、
不误农事，全力以赴做好春季
作物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为全
年农业生产和粮食丰收起好步、
开好局。

（《安庆晚报》2月28日）

“春为岁首，农为行先”。我市
广大农民抢抓农时，一幅繁忙有序、
盎然生机的春耕备耕图正在田间地
头、茶园、大棚基地等徐徐展开。有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稳定提升粮
食产能的；有大力发展稻虾、稻鳖、
稻蟹等综合种养模式的；有已进入
茶园，为即将到来的春茶上市做好
准备的；还有一些围绕“美丽生态、
美丽经济、美好生活”建设和美乡
村，打造安庆人家门口的“诗和远
方”的……他们铆足劲吹响了耕耘
的号角，奋力绘就更加壮丽的丰收
画卷。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作
为农业大市，抓好春耕备耕对我市
尤为重要。这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也是确

保打造农业强市不可或缺的一环。
要想绘就更加壮丽的丰收画卷，必
须要奋力实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
粮油单产提升、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方面的工作。

现今，农业产业结构已从单一
的粮食生产向多元化的农产品生产
转变。因此，在春耕备耕中，我们要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
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这需要奋力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稳定发展优质粮食等大宗农
产品。如同我市大力发展稻虾、稻
鳖、稻蟹等综合种养模式，积极发展
优质高效“菜篮子”产品，拓宽食物
供给种类，持续推动畜禽产品、水产
品、蔬菜水果、有机茶等种养殖。还
要依托我市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
益，生产出更多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农产品，带动农户增收。

同时，也需要我们结合和美乡
村建设，全面推进村容村貌整治，做
好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努力构建“一户一处
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光”的发
展图景。建设一批特色乡村、旅游
线路，打造出具有安庆的“诗和远
方”，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
春耕。新的耕耘已经开始，新的丰
收正在孕育。在这关键时期，起好
步、开好局，抢抓时机谋划农产品发
展，不误农时做好春耕备耕，奋力在
春天播种希望、辛勤耕耘，我们就一
定能绘就成更加壮丽的丰收画卷。

奋力绘就更加壮丽的丰收画卷
潘天庆

有 道 是“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打好春耕第一仗的意义不
言而喻。放眼安庆大地，处处
呈现不误农时不负春、一着不
让抓春耕的新景象，为新一年
端牢“中国饭碗”、实现粮食丰
收打牢了基础。

抓好春耕，前提是充分调动
农民稳产增收的积极性。“越是
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
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
全。”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将“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可
见其分量。有惠农政策护航，有
先进科技支撑，有优质服务兜
底，就能让农民抓春耕信心满
满。由此而言，要坚决扛牢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围绕让农民有钱
赚、有奔头，进一步稳政策、稳
面积、稳产量，帮助农民算好一
本帐、支好一个招，牵住春耕生
产“牛鼻子”，下好农业发展

“一盘棋”，在轻松种田、科学种
田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在安庆“希望的田野上”，如
今机械化作业、智慧化管理已成
常态。依托现代科技赋能，广大
农民实现了会种地到“慧”种地
的跨越。5G、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日新月异，要更好地
复制运用到现代农业发展上，大
力推广智慧农机，全面融合数字
技术，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
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并贯穿于选种育苗、浇水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全过程，不断提高
农业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水
平，让希望的田野铺陈出最美

“丰”景。
春耕工作千头万绪，保障与

服务不可或缺，要下足绣花功
夫。一方面，要强化农资保供稳
价，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
经营网点、农资运输“绿色通道”
等作用，既要组织“送货上门”，也
要开展打假行动，确保种子、化
肥、农药、农机具、农膜等入村
入户、到店到田。另一方面，要
强化农技优质服务，整合各类

“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
资源，组织农技人员、科技特派
员深入田间地头，广泛开展选种
育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切
实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急难愁
盼”问题。

春耕备耕

铺陈好“丰”景
徐剑锋

岳西县莲云乡平岗村，村民在地里劳作。通讯员 吴均奇 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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