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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
有精神头。”往年农历二月，
人们纷纷到理发店，洗剪吹
烫，神清气爽。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未解，北京市专门公
布 12 条“理发防疫细则”，要
求“剪刀、梳子、推子等理发
工具，一客一用一消毒”，“每
个美发座位服务面积，不宜
小于 2 . 5 平方米”等。这些
“抠细节”的引导，给商家、顾
客吃下“定心丸”。

疫情发生以来，以理发
为代表的生活服务业受到明
显冲击。店面关门，减少接
触，固然有利于防控，但也给
百姓带来不便。随着防控形
势积极向好，生活消费需求
“井喷式”爆发。看报道，杭州
西湖景区一天之内逾 5000
人涌向断桥坐船，河南郑州
胡辣汤店门口排起长龙，四
川广元市民不戴口罩“扎堆”

喝上坝坝茶……网友不由惊
呼，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还没到“放飞自我”的时候。
随后，政府部门紧急叫停，商
家进行整改，公职人员遭到
追责。回过头想，倘若这些地
方能未雨绸缪、统筹谋划、细
致安排，也不至于仓促复工，
出现漏洞。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
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
期，中央通过减少人员流动、
延长春节假期，为可能出现
的春运人潮踩了“急刹车”；
一个多月来，全国上下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效果显著，很
多省市下调响应级别，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然而，越是形势变好，越要清醒认识：比起前期
封路、封桥、封城，现在路通了、桥通了、城开了，人
流、车流、物流逐渐增多，必然给复工复产、提升防控
水平提出新挑战。之前是在“静中防”，现在要在“动
中防”，防控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也会费心更多、吃
劲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必须加强党对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疫情防控，关
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严防死守、严
密防控；复工复产，可以有效降低疫情冲击影响，恢
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不是一
道“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两者兼顾的必答题，需要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对各
级党委政府来说，能否交上合格的答卷，关键在会不
会统筹兼顾、协同联动。

统筹防控与复工，防控是基本前提。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特别是当前，防控正处在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有信心≠能大意，要继续毫不放
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
险较大的地区防控，咬紧牙关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
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防控抓不紧、抓不
实、抓不细，前期努力就可能功亏一篑。自陆续复工
以来，全国相继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引起高度关
注。“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时政府要当好“裁判员”，
督促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制定完善防控措施和
应急预案，并协助做好员工排查、防控物资保障等，
确保企业安全、有序复产。

统筹防控与复工，复工是根本保障。经济社会
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且不说防
疫物资供应、科研攻关需要开工支撑，经济长远发
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稳就业保民生，
更需要企业复工复产。新形势、新任务下，要严格落
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
会秩序恢复，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结合实际，科
学制订分类复工复产方案。比起平日，复工复产必
须解决好工人返岗难、外地人员隔离难、上下游链
条配合难、资金缺口弥补难等一系列问题。此时，各
级政府要当好“店小二”，派出专员入驻企业，精准
对接，随时帮助解决困难；实行部门协调联动，打通
人流、物流堵点，确保员工回得来、原料供得上、产
品出得去，而绝不能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延误
复工复产时机。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要答好两者兼顾这道必答
题，关键在于走活一盘棋，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把工
作抓细抓实。在近期防控中，武汉整合全市资源开展
“拉网式”大排查，又排查出 3500 多名确诊、疑似病
例和密切接触者，可谓实之又实。在复工复产时，北
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增加设立复工复产防
控组，编制并发布 35 个行业指引，细化、量化各种措
施，方便企业对照、实施，可谓细之又细。抓实抓细，
天津推出“惠企 21 条”，对列入疫情防控相关应急项
目清单的，24 小时内办结；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
用房的中小企业，免收 3 个月房租、3 个月房租减
半；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不抽贷、
断贷、压贷。郑州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强化“人防+
技防+物防”，在交通卡口、社区、企业、商场设置二
维码，所有人员进出扫码。科技防控做到精准追踪、
精准施策，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各地坚持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加快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
会运行秩序。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
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各级党委和政府既要胸有全
局、统筹兼顾，下好“政策及时雨”，又要因地制宜、因
企施策，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为企业复工复产做
好协调服务。

一方面，要集中精力搞好疫情防控、打好阻击
战；另一方面，要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打好
总体战。只要能保持定力、增强自信，统筹协调做好
“六稳”工作，以严格的疫情防控为复工复产提供保
障，在复工复产中坚持疫情防控不松劲，就能做到
“两战”并重、夺取“双胜双赢”，有序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本报评论员王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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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大地万物苏，春耕抗疫两不误
湖北农村分类分区做好春耕备耕

新华社武汉 2 月 25 日电（记者徐海波、谭
元斌、侯文坤）初春的湖北，金黄色的油菜花娇
艳欲滴，含苞怒放。在村头村尾萦绕着的抗击疫
情广播声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田野上，三五农
民点缀其间，播种春天的希望。

2 月 25 日下午，浠水县兰溪镇三泉村，春
光明媚，风和日丽。

在一大片小麦田里，10 几名戴着口罩的农
民正在除草。在麦田另一边，几个轮式喷药施肥
一体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前面带头除
草的湖北润德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实告诉记者，
他联合周边 400 多户农民，种有 2000 亩油菜和
800 亩小麦。当前，天气晴朗，雨水充沛，油菜小
麦都涨势良好，急需除草和施肥。

为了能让农户出门下田，陈实不仅找到了
村支书说理，还专门向乡镇党委书记求援。

经过再三研究，兰溪镇政府才同意，自去年

底以来没有外出经历，且没有接触过武汉、黄州
返乡人员的农民，可以在检查登记后下田劳作。
同时，还指派专人对参加生产的农民进行集中
登记、集中管理，每天两次测量体温和消毒。

“再等几个月，您再来，就可以看到成片的
西瓜躺满了眼前这片土地。”陈实指着远处的大
棚房笑着说，接下来，他们还要搭建 150 亩西瓜
大棚。

与这里一样，在湖北许多“无疫”或者“少
疫”的乡村，一些农民在做好防护的同时，扛起
了锄头，下到了田地。

当前，正值小麦拔节期和油菜蕾薹期，是春
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春耕备耕关系到全年的收成。

2 月 23 日晚，湖北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提出，要结合实际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统筹安排
好肥料、种子、生产工具等物资。2 月 7 日，湖北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出台 8 条措施稳定农业生

产。2 月 20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
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农业生产的指导意见》，要
求全省统筹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有了政策的支持，湖北各地开始根据实际
情况，平衡好抗疫与春耕的关系，在确保安全有
序的情况下，抢抓农时，适时分类分区开展了春
耕备耕。

“戴好口罩不串门，下地干活要分散，安全
防护不松懈……”2 月 23 日，鹤峰县中营镇青
岩河村不停地播放着防疫宣传，远处的田地里，
几位农民正在忙着整地，播种蔬菜种子。

人下田了，物资也进村了。“以前村湾和乡
镇都封闭了，人也出不去，东西也进不来，总为
农药化肥种子而着急。”青岩河村村民黄岩说，
现在需要什么种子、什么农资，通过微信告诉村
干部，就有人负责代购，送到家门口。

“当前交通管制、村组封路等因素，预计对
农户种植积极性有一定影响。”黄冈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梅建新说，当前要做到疫情防控和农业
生产两手齐抓齐管，科学分析调度，加强指导，
合理布局，积极谋划全年农业生产。

不仅是黄冈，湖北各地春耕备耕均在有序推
进。据湖北省最新农情信息调度汇总，全省小麦
面积 1625万亩，较去年夏收增加 98万亩；油菜播
种面积 1585 万亩，超额完成农业农村部下达的
“扩种 140万亩”任务。全省小麦一、二类苗和旺长
苗占比约 85%，同比增加 7个百分点；油菜一、二
类苗占比 80%以上，长势同比好于上年。

春耕不等人，人当抢春耕。“在疫情防控最
吃劲的时刻，在打好打赢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战，防止‘带病下乡’的同时，要统筹抓好农村
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两不误。”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肖伏清表示，今年，全省将进一步稳
定粮食生产政策，特别在农业生产资料保障、贷
款、农业保险等政策方面，向农业生产主体和大
户倾斜，推进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新华社合肥
2 月 25 日电（记
者刘菁、程士华）

“二月二龙抬头，
大家小户使耕
牛。”2 月 24 日
农历二月初二是
传统的农耕节，
记者在安徽省农
业大县凤阳县的
田间地头，却没
看到一头耕牛和
聚集的农民，看
到的是天上无人
机飞、地下高腿
植保机跑，新农
具保农时忙得不
亦乐乎。

在凤阳县府
城镇十里程村门
顾路一侧，1500
亩冬小麦连成一
片绿海，三台无
人机正在低空
“嗡嗡嗡”地匀速
飞洒除草剂。农
民“飞手”宫明进
一边娴熟地操作
着控制器，一边
介绍说，他这台
无人机载有 4 0
斤药水，设置好
飞行高度、长度、
速度，10 分钟可
以完成 10 亩小
麦喷药作业。

一望无际的
麦田里，除了种
植大户刘金鹏，
就是农机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徐善
祥和三名飞手。
徐善祥说，以前
人工作业，同样
是 40 斤药水，要
两个人忙一天。
“用三台无人机，
今天一天就可以

完成这 1500 亩地的作业。”2 月中旬以来，这
家农机合作社接到的本地施肥喷药作业订单
面积就有 2 万多亩。“今天天气晴好，正好忙
农事！”

凤阳县是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中风险地
区。“防疫不能放松，不能多人聚集作业，多亏
专业化农机服务给我们帮了大忙。”刘金鹏
说，2017 年他流转了 1500 亩土地，冬种小麦
秋种玉米，去年每亩纯利两三百元。“你看这
麦苗长得多好，今年收成会比去年好。我还想
再多流转一些地！”刘金鹏指着麦田充满信心
地说。

凤阳县临淮关镇姚湾村种植大户高堂，
也在农耕节这天开出植保机作业。高腿植保
机奔跑在 1200 亩的成片麦田里，15 米的作
业宽度，一天可完成 500 亩农药喷洒作业。
“要请人工的话，500 亩得 20 多人忙上一整
天。”

他的农用货车驾驶室里摆放着一张疫情
防控期农用物资通行证。高堂说：“我们大户
要外出买农资，农技服务站第一时间就送来
了通行证。”

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种植大户程夕兵
的农机大院里，堆放着前几天买的一批化肥
农药。程夕兵说：“目前农资供应可以满足需
要，也没有涨价。”大院里新建的烘干房添置
了两台大型烘干机，“再不怕低温雨季对粮食
的影响了！”

凤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超说，全县有
农机大院 43 家，去年共提供耕、种、管、收、
卖、烘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 113 万亩。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世仁介绍，安
徽省近日出台疫情期间支持涉农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保障农产品供应的意见，针对蔬菜进
城、农资下乡、农业企业用工等制定系列措
施，努力将疫情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降到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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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经济发展

应对复杂局面

防疫，蟹苗交易有条“特殊通道”
本报记者朱旭东

2 月 12 日下午 3时许，艳阳高照，晒得人
身上暖洋洋的。在十多名医务人员、交警、村组
干部的注视之下，江苏和安徽两省的蟹农，在砖
墙镇盛家桥卡口，进行着一笔又一笔“秘密”的
交易。

盛家桥是座老桥，连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
区砖墙镇和安徽省宣州市宣州区水阳镇。

眼下正是投放蟹苗的时节。往年这个时候，
盛家桥上人来人往。高淳的蟹农们，会拖家带口
到对岸挑选蟹苗。

两岸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买卖双方多沾亲
带故。借购买蟹苗，双方再走走亲戚，喝点小酒，
品味一下还没消散的年味儿。今年却不行了，因
为疫情，高淳区在各交通要道设置卡口。

盛家桥并非交通要道，村民就用木板和竹
篱笆搭了座两人多高的隔离墙，阻断人员
来往。

螃蟹是高淳最大的富民产业，上下游从业
人员近 10 万人。全区螃蟹养殖面积达 20 万亩，
但蟹苗自给率不到 50%，有一半蟹苗需从安徽
购进。

有了隔离墙后，村民只能想办法从墙头投
递蟹苗，很不安全。

“他们的人不能过来，过来就得按规定隔离
14 天。”砖墙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李
小导说，但蟹苗的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高淳
10 万人的生计。

为此，高淳区委区政府多次召集相关部门
寻求解题之道，最后决定，通过与安徽省农业部
门对接，双方采用点到点的运输办法解决。

两省蟹农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协调下，通过
微信、视频等方式验货，预约供货，点对点到边
界防控卡口交接，尽量实现“无接触式”交货，采
取线上结算或疫情结束结账。

于是，2 月 4 日这天，村民在盛家桥上的隔
离墙下，开了两个不起眼的小窗口，便于交易蟹
苗、交换物资。

戴着口罩的蟹农走近隔离墙，那边已经有
人过来对接。双方隔墙交头接耳，看似偷偷摸摸
实则“众目睽睽”。一袋袋蟹苗，就通过这个小窗
口，装上了高淳蟹农的车。

55 岁的李爱国是砖墙镇夹沟村人，有 15
亩蟹塘。2 月 12 日，他和安徽朋友联系好，让对
方下午 3 点多送 10 斤蟹苗到盛家桥卡口。

“多年的朋友，以前都要去他家吃顿饭喝点
酒的……”李爱国一边往电动三轮车上装蟹苗，
一边嘟囔着，似乎很惋惜错失的那顿小酒。

硬币大小的蟹苗，装满一袋约 10 斤重。李

爱国要了 13 袋，大约一万只蟹苗。“每斤 17 元，
这是友情价。最贵的每斤要 38 元。”李爱国没有
当场付钱，因为他和朋友商量过，等疫情结束再
结算。

“这两天交易量少了，前几天每天成交蟹苗
五六百万只，我们必须将这里分成等待区、交易
区、快速通道，避免人群聚集。”高淳区交警大队
砖墙中队中队长李鹏飞说。

“也没少多少，今天我们已给 90 多人测量
过体温了。”砖墙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的征新玥
一旁插话说，只要踏进这个卡口的人，她们都要
严格测量体温。

防控疫情，各司其职，在盛家桥卡口不到
100 米处，就是木樨村的卡口，村里另外有人
值守。

“我们村共 720 户，有 300 多蟹农，几乎一
半村民靠养殖为生。所以，及时投放蟹苗对我们
来说，非常关键。”木樨村党总支书记王晨强说：
“去年螃蟹行情不好，蟹农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
响，有的将蟹塘转包了，但也有人准备打翻身
仗。”

疫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高淳的蟹农并没
有因此误了农时。显然，砖墙镇的蟹农如果今年
能有好收成，肯定要感谢那道隔离墙上的两个
“秘密通道”。

政府上门服务，帮农户渡难关
浙江省诸暨市农业农村局针对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开展上门服务，对接多家线上平台，并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微信公众

号等“吆喝”售卖，帮助当地养殖户、种植户渡过难关。
在诸暨市暨南街道新胜村经营农场养鸡的杨棚图因此获益，他农场里因疫情影响积压的五千多只鸡、十万多个鸡蛋，近日已全都卖出。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杨棚图在农场
里喂鸡。

杨棚图(左)和
上门做对接服务的诸
暨市农业农村局工作
人员交谈。

杨棚图（左）与
农场工作人员为订单
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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