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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工
作？禄劝县结合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重
点工作任务先后召开6次专题会议，安排
部署粮食生产、生猪生产、农业设施建设、
农业产业发展、农民工就业等相关工作，实
现生产形势“早研究”。

围绕各项生产主要指标，禄劝县结合
全县产业发展和脱贫固效工作，提前对年
度农业工作进行预研预判和安排部署，实
现计划任务“早部署”。据了解，2020年，
禄劝县全年粮食作物计划种植 78.24 万
亩。计划种植中药材15万亩，种植特色水

果4000亩，种植花卉7000亩，种植蔬菜10
万亩。计划开展绿色高效优质水稻示范种
植750亩，马铃薯种薯更新换代示范种植
100亩。

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禄劝县正在
积极筹备全县春耕生产急需的种子、化肥、
地膜、农药、秧盘等农用物资，实现农用物
资“早准备”。目前来看，全县春耕生产的
地膜、肥料、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货源充
足，品种齐全，价格与往年相比持平。

如今，全县广大农民朋友正奔忙在田
间地头，春耕生产渐入高潮。

防疫和脱贫
都是攻坚战
全省各级扶贫干部没有停下脚步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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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如何确保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成了摆在云南各级扶贫干部面前
的问题。
在昭通，4588名驻村工作队员、624名脱贫摘帽督导员1月29日全部到岗到
位；在曲靖，1203支驻村工作队4016名工作队员，以战时状态投入疫情防控
阻击战，确保“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漏”……近日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全
省各级扶贫干部充分运用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和网络化信息手段，积极转变工
作方式，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开展日常工作，确保春耕的有序进行，扎实
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全力打好防疫脱贫两场战役。

2019年，漾濞县中医医院副院长杨
媛被选派到“挂包村”—— 漾濞县富恒乡
罗里密村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驻村之前，杨媛对村情、民情已有所了
解。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开朗的性格，
让她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

走村入户时，和别的驻村干部不同
的是，杨媛随身带着一个针灸包。遇到哪
个村民有颈椎、腰椎等病痛，她立刻就拿
出银针为他们治疗。作为驻村工作队队
长，她跑遍了全村200多户人家；作为医
生，她先后为150多位村民做过治疗。

庚子年开局，本该是祥和喜庆的氛
围，全国上下却被疫情的阴霾笼罩。1月
26日，漾濞县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级响应，杨媛立即与村党支部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防控工作。杨媛深知传染性疾
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带领支部成员在罗
里密村口设立卡点，对出入人员进行信息
登记、体温检测，并进行防疫知识宣传。

随着疫情蔓延，防控物资处处告急，
杨媛开始带领大村干部自己动手做口

罩。借助富恒乡民政所所长字胜美家里
的一台缝纫机，她们连夜赶制了180个口
罩，自己做消毒处理，分发到一线设卡人员
和村干部手中，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防护。

“这是我面对疫情掷地有声的承诺
和担当，因为我不仅是驻村第一书记、队
长，我还是一名医生。”“我驻村、我负责。”
杨媛以高度的责任感，在脱贫攻坚一线扛
起疫情防控的重担。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后，弥渡县
充分利用微弥渡客户端、人才招聘网等
各类网络信息平台，发布全国各省市各
类企业用工招聘信息，供有外出务工意
向人员线上选岗。

弥渡县人社局劳动力转移就业股股
长李彩琼介绍，当前，弥渡县线上招聘共
提供就业岗位8000多个，工种包括厨
师、服务员、技术员、家政服务员、种养殖
工人、销售、护工等基层岗位，另外还有
店长、业务经理、客户经理、文员等管理
岗位，能够多层次满足就业者求职需求。

“我用自己的手机，在微弥渡客户
端上查看《弥渡县2020年外出务工信

息汇集》，找好了一份到一家广州企业
上班的工作，是一家生产食品的工厂。”
弥渡县弥城镇蔡庄村委会周力士营一
组村民熊鹏介绍，他选定的厂家工作强
度不是很大，工资待遇也不错，现在已
达成了劳动用工协议，等到疫情缓解后
就可到厂上班。“现在，我正好提前做好
健康检查、健康证办理等，到时候就不
用仓促动身了。”

截至目前，弥渡县已有近千人通过
网络咨询或者线上报名选好就业岗位，
并初步达成就业意向，随着线上提供岗
位信息的进一步丰富，将有更多的人在
家就可以找到工作。

梁河县小厂乡小厂村黑脑子村民
小组建档立卡户赵加国想学习提升电
焊技术，但因疫情期间不能外出培训，
工作队了解到他的诉求后，入户帮助其
下载安装“学习强国”App，手把手教他
如何通过这个平台资源来学习。

梁河县小厂乡小厂村第一书记姚
鑫宇告诉记者，“疫情期间，驻村工作队
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全面
排查、了解群众的外出务工意愿和就业
存在的困难，帮助建档立卡户规划申报
2020年度产业发展项目，想方设法为
群众增收致富拓宽渠道。”

记者了解到，德宏5个县（市）除瑞

丽市外，其他4个县市都有大量的外出
务工人员，现因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
这些务工人员出不去。为此，州、县
（市）两级扶贫办和相关部门首先是摸
清外出务工人员底数，摸清州内企业用
工需求情况，鼓励企业开发就业岗位和
使用本地务工人员，有序解决返乡农民
工务工问题，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同时
加强与省内其他州市，广东、福建、浙
江、上海等用工密集省份的信息互通，
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情况，优先
组织贫困群众返岗务工和外出就业，在
劳动力输送过程中，重点做好外出务工
人员的健康防护工作。

稳就业
弥渡县 近千人已线上选好岗位 疫情缓解后上班

“我们已经和上海的几家企业负
责人洽谈了外出务工事宜，待疫情解
除后会立即安排人员无缝对接务工。”
富源县住建局下派的驻村工作队告诉
记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富源县驻村
工作队员坚持防疫、扶贫两手抓，通过
微信群、QQ群等方式，认真收集辖区
建档立卡户外出务工人员意向，通过
对接用人公司、分析外出务工地点和

外出务工可行性等方式，认真做好联
系协调服务工作。广泛宣传在脱贫攻
坚中产业、就业扶持方面的政策和本
地用工需求信息，鼓励支持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对在武汉
等疫情严重地区打工未能返乡的，主
动用电话和微信与他们沟通，做到随
时联系、及时沟通、了解需求，并帮助
照看家中老人儿童。

富源县 对接外出务工事宜 鼓励就近创业就业

发放《企业复工明白纸》、对复工
企业全面消杀、员工每天健康体检
……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辖区企业
顺利复工，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成立

“复产复工”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根据
企业规模、复工时间、行业类别成立

“一对一”工作组，负责各项政策的落
实细化，更是深入现场直接服务企
业，现场办结6家企业复工复产申请。

通过微信群发放《企业复工明白
纸》，最大程度地保证企业的知晓度
和收悉面，让企业对复工的条件明明
白白。比如，企业要对员工进行排查
上报，上交复工时间、复工人员情况、
防疫工作领导小组、防控工作措施等
正式材料，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措施，经批准后方可复工。复工企
业也不能放松疫情防控工作，按照要
求，企业要每日对员工健康进行检
测，保障每日进出企业均测量体温并
登记，工作中佩戴口罩，用餐实行分
餐制度。

下一步，小街镇将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落实企业保障，解决企
业需求，做好企业服务，确保企业防
疫生产两不误。

玉龙县鲁甸乡 以家庭为单位忙种药

在著名的药材之乡丽江市玉龙县鲁甸
乡，扶贫车间已复工，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
在田间地头忙碌着。

鲁甸乡鲁甸村建档立卡户和云高家
今年主要种植秦艽、木香、桔梗、重楼等药
材，从大年初二开始，和云高就舍不得多
休息一天了。疫情发生后，在家发展生产
成了一家人的共同目标。正月十五一过，
和云高家就种植好了 4亩多的秦艽。“按
照去年那么好的价格，一亩万把块没有问
题！”当问到今年预计收入时，和云高黝黑
的脸庞上绽露出笑容。放眼望去，鲁甸乡
的田间地头，各家各户都在井然有序地种

植秦艽，给当下疫情防控阻击战增添了一
抹生机。

鲁甸乡乡长和永辉介绍，从头年12月底
到次年的清明节，是鲁甸乡种植各种中药材
的黄金时期，虽然今年遇到了新冠肺炎疫
情，但村民的春耕生产热情丝毫没减弱，鲁
甸乡种植药材已久，药材成了乡亲们脱贫致
富的钱袋子，大家都很积极。只是现在疫情
严峻的形势下，乡镇及村组上的工作人员会
对村民进行防疫宣传，让大家做好防疫工作
的同时，着力抓好春耕时节发展产业。现在
大家都不串门，都以家庭为单位，四五个人
一起开展药材种植的春耕。

腾冲市明光镇 分批分散地将烟苗育好

大年初一，腾冲海关驻明光镇沙河社区
的第一书记余在旺很快到岗，第一时间和驻
村干部迅速制定社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方
案，与此同时，还和村里商量谋划起今年的
扶贫产业。

余在旺所挂钩的明光沙河社区今年要
种植1860亩的烤烟，辐射到当地167户农
户。时下正值土地预整、清理小棚、烤烟育
苗的重要时节，该村的扶贫工作人员张维波
说：“产业发展是该村致富的主要途径，可当
前的疫情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阻力。所
以我们只能让农户做好防护措施的同时，避

免集中化劳作，分批、分散地将烟苗育好。
虽然时间会比以往稍慢一点，但是能保证不
误时令地把烟苗栽种下去。”

由于口罩等必备的防护物资紧缺，曲石
镇双河社区的农民群众既不敢出门，又担心
误了农时影响今年的收成。挂钩曲石镇双
河、红木两个社区的单位腾冲市医疗保障局
了解这一情况后，2月7日上午，医保局的挂
联干部将他们紧急筹措的口罩、防护手套、
消毒液、酒精等一批疫情防控物资送到了挂
钩村社干部和贫困群众手中，解决了大家的
燃眉之急。

昌宁县勐统镇 请专家现场指导蚕房建设

昌宁县勐统镇小勐统社区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队长刘红军，原以为省级脱贫成效
考核之后，能有短暂假期回家与家人过个团
圆年，然而计划又因疫情防控被彻底打乱。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刘红军没有忘记主
责主业，积极想办法抓好以香料烟采摘调
制、桑园管理和蚕房建设等农业生产，组织
群众自力更生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上芒
德村民小组长仇开泽正在为蚕房建设技术

标准发愁时，刘红军迅速联系上农业中心主
任，带着专家亲自到仇开泽家现场指导蚕房
建设。

昌宁县扶贫办主任林发波介绍，当
前，驻村工作队员都驻守一线，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发展，截至目前共开出120
车次“菜篮子”运输证明，共运送农产品
2000多吨、饲料等物资 105车次，运送物
资800多吨。

保农资
玉龙县鲁甸乡 及时解决种苗农资燃油荒

受疫情影响，从大年初二开始老百姓下
地后，玉龙县鲁甸乡鲁甸村不少村民担心农
资跟不上，出现了密集购买化肥等农资的情
况，导致两天内乡里合法农资销售商出现了
断货。了解情况后，乡里为销售商供应商开
具证明，协调沿线道路的畅通，保障农资的
到位。针对老百姓现在用机械比较多的情
况，及时关注辖区内的加油站，及时补货，确
保不因燃油问题耽误春耕。

老百姓种植药材，除了自己培育种苗

外，有的种苗在外乡，甚至是迪庆州维西购
买，疫情发生后，各个劝返点设置，老百姓
出不去，让部分百姓买种苗遇到了困难。
看到困难后，乡里及时协调，保证种苗顺利
购买。

经过多年的发展，药材成了鲁甸乡的支
柱产业，2019年药材种植6.5万亩，交易量
3.2亿元，人均纯收入达到10400元。和永
辉表示，疫情对鲁甸乡的药材产量不会造成
太大影响，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禄劝县 农用物资货源充足 价格与往年持平

富源驻村工作队员在监测点工作，分发物资，进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促生产
玉龙县鲁甸乡
建档立卡户扶贫车间上岗

除了村民们忙春耕，玉龙县鲁甸
乡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期间有序复工
复产的号召，在确保疫情防控“三方
案、一承诺”的前提下，积极鼓励乡扶
贫车间复工生产。据了解，目前鲁甸
乡有一个乡里挂牌的扶贫车间和两
个企业的扶贫车间，均已复工，每个
车间有5至10名不等的建档立卡户
在工作。

鲁甸村委会建档立卡户杨星和
杨康两人第一时间回到了扶贫车间
工作岗位上，近几日正在对库存的
中药材进行筛选、切片、晾晒、打包，
确保疫情过后能够第一时间把乡里
最好的药材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为保障扶贫车间复工生产，共
抗疫情，乡里专门给车间发放了消
毒水等疫情防控物资，要求进出厂
房人员进行消毒处理并佩戴口罩。
车间内也严格执行返岗人员健康申
报制度，切实做好人员进出车间必
须进行消毒等消杀防疫工作。同
时，复工企业都要向乡里报复工方
案、防疫方案、应急方案等 3 个方
案，并承诺按照乡里的部署要求做
好防疫工作。“三方案、一承诺”的前
提下，保证特殊时期让更多的建档
立卡户，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下，既
实现就业，又能在家中发展产业。

嵩明县小街镇
现场办结6家企业
复工复产申请

梁河县小厂乡
因无法外出培训 驻村干部教村民线上学习

面孔
驻村队长杨媛带领村干部
连夜赶制180个口罩送去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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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乡的田间地头，各家各户都在井然有序
地种植药材。

保山市驻村工作队员和农户一起齐心协力保生产

德宏驻村队员向农户分发口罩并教会正确佩戴

昌宁县勐统镇刘红军骑着摩托宣传防疫

杨媛（右）和村干部自己动手做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