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專題中
國

■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202020年年44月月55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位於全國最北端的漠河市，無霜期只有80
多天。「菜籃子」基地西林吉鎮黑山村

的村民們有些着急：若不能及時採購到種
子，錯過最佳的育苗時間，會影響全年的蔬
菜產量。經過深思細研，黑山村村委會通過微信幫助村民統一採購種子，
送貨上門。「書記，幫我家買5袋黃瓜籽、2袋青椒籽」「我家要3袋柿子
籽」……村書記的手機成了種子採購的中轉站。

商家送貨直達田間
五常市種植戶劉林海今年首次嘗試通過網絡預訂2萬多斤化肥。「每年這個時候都
得挨家店裡去跑着買農資，今年雖然憋在家裡，反而更方便了，線上比一比，還能知道
誰家更優惠。過段時間用化肥時，商家就直接送到地頭，不會影響春耕生產。」
當下，數字化手段成為疫情防控、企業復工、保供應、備春耕等多項工作高效推進的
「新武器」。由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組織開發的「雲平台」上線運行，具有農資需求調
查、滯銷農產品推廣、遠程視頻會議等功能。各地農業部門積極推廣「雲備耕」，利用
QQ、微信等互聯網媒體工具搜集農民農資需求，發佈農資商家產品信息，開通購物通道。
北大荒農墾集團總公司（農墾總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大數據+網格化」一體化平台不僅助
力防疫，也為當前農業用工的選擇和排查提供了精準依據。

農戶：直播講解易懂
農墾科學院還開通快手App「科技在線一幫一」賬號，農業專家在線授課解惑，種植戶成了

專家的「迷哥迷妹」。黑河市孫吳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站長、高級農藝師李霞做夢也沒想到自
己成了「網紅」。為滿足疫情下的農民科技培訓需求，她開通了快手直播間，每晚8時開播講
授農業生產技術，最多時吸引了1,400多位粉絲在線收看，已累計觀看人數萬餘人，答疑解惑
近5,000次。
家住富錦縣長安鎮的劉景和學會了在直播互動區向專家提問。「鄰居教我看黑龍江省農
科院專家的農技網絡直播培訓，還真是方便，專家講的水稻種植技術非常接地氣，一下子
就聽懂了，比以前開會培訓效果好多了！」

平台可查看工作進度
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說，今年全省創新通過微信及短信推送、專家視
頻講解、釘釘直播、電視欄目講座等方式，開展遠程農業技術培訓和網上指導服
務，計劃到3月底完成農民培訓150萬人次。此外，墾區七星農場大田物聯網平
台設置了農情進度板塊，可隨時查看各管理區土地發包、清雪扣棚、種子加
工包衣、肥料到貨等備耕生產工作完成進度，無需實地查看，有效避免人
員接觸、流動。
高效運轉的數字農服體系為家庭農場提供很多「無接觸」智能
化生產服務，截至目前，已服務農戶30餘萬人，覆蓋耕地面
積2,400多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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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蘭縣經營家庭農場的劉海
濤，今年準備種地2,200畝，經朋
友介紹，在手機「地押雲貸」App
上簡單操作，就辦理了58萬元的土
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我真沒
想到，五十多萬元貸款網上操作這
麼方便就辦下來，到賬又快，解決
了我的大難題。」
往年農民要辦備耕資金貸款，需

要到銀行、信用社窗口排長隊，或
者信貸人員走鄉進村。今年，黑龍
江省通過農業大數據與金融科技相
融合，與多家銀行共同推出了網絡

辦理農業貸款方式。螞蟻金服普惠
金融項目是黑龍江省人民政府與阿
里巴巴集團的重要合作項目之一，
借助「大數據+互聯網」技術，與
土地確權、戶籍信息等資料相結
合，對貸款農民進行畫像，評定信
用等級，提供免擔保、無抵押、無
人工干預的數據化純信用貸款，授
信後，農戶貸款隨借隨到。截至目
前，項目在全省9個市（地）36個
縣（市、區）上線，為144萬人授
信164億元，累計為17.4萬人提供
111.8億元純信用貸款。

為了避免聚集、減少出

門，同時又能積極準備春耕

生產，作為產糧第一大省的

黑龍江的各級農業部門可沒少動腦筋：線上團購種子農資、網上簽訂

貸款合同、直播觀看農業技術培訓。目前，該省已籌措689億元（人

民幣，下同）資金，所需種子量80%已到位，而且積極開展互聯網+

農技推廣，培訓農民60萬人次，利用省級農業金融服務平台發放支農

貸款108億元，確保今年豐產豐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 黑龍江報道/圖：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

政企齊辦網貸
農民隨借隨到

■農民在家用手機
訂購種子和化肥。

各部門闢綠道 農復崗物到位 農企生產提效 確保食品供應
北大荒墾豐種業股份有限公司七

星農場分公司種子加工車間機器轟
鳴，工作人員正緊張忙碌地為優質
水稻種子進行包衣作業，拌藥、裝
袋、檢斤、碼垛、裝運，各項程序
有條不紊。經理趙建東介紹說，為
保障春耕用種供應充足，公司提前
申請復工，並對員工進行防疫培
訓。同時，每天安排2至3個班次，
降低操作人員密度，做到「換人不
停機」，24小時推進種子包衣。

「惠農十條」助企復工
為推進行業企業穩步有序復工

復產，黑龍江省政府出台了《關
於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支
持農業穩產保供的意見》，提出
「惠農黃金十條」政策。截至3
月6日，黑龍江省級產業化龍頭
企業開工185家、主要農作物種
子企業開工105家、農藥企業開
工23家、化肥企業開工96家、獸
藥企業開工15家、飼料企業開工
150 家、生豬屠宰企業開工 88
家。
疫情初期，北大荒集團黨委下

令：「所有市場訂單都推掉，晝夜
不停保生產保防控。」北大荒僅用

36個小時便生產1,500噸優質大
米，並將其裝載到黑龍江支援湖北
首個捐贈大米專列；北大荒綠源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正月初二復產後一
天的生產量就達過去的一倍，成為
防疫初期哈爾濱市消毒用品重要保
障；完達山乳業集團年三十還在生
產，而且迅速搭建了網上銷售配送
平台，確保產品順暢送抵消費者手
中；北大荒集團19家直屬企業，
從正月初二開始陸續恢復生產經
營，米、麵、油、肉、乳和礦泉水
等綠色食品源源不斷地輸送至全國
各地。

面對目前種種備耕難題，省農業
農村廳建立備春耕生產聯繫制度，
印發《2020年全省備春耕生產聯繫
市、集團方案》指導春耕工作。綏
化市開展鄉村兩級錯峰作業，以村
為單位，採取分散小規模作業、戶
戶聯合等形式，加快開展玉米脫
粒、餘糧銷售、清雪扣棚、秸稈離
田、農資購置。七台河市農業農村
局也設立24小時備耕生產應急熱線
電話，為農民提供全天候服務。
「原來擔心賣糧的車出不去村，

現在村裡幫着聯繫辦通行證，我們
直接把米賣到加工廠。餘糧變了
現，這心裡輕鬆不少。」樺川縣腰
林子村稻農趙路廣說。佳木斯市委
市政府成立專班，幫助農民解決賣
難問題。截至3月10日，佳木斯市

農民累計銷售新糧約 1,012.95 萬
噸，佔總產量的89.6%。
由於黑龍江墾區二九農場巴山

湖管理區的部分種植戶因疫情滯留
外地無法返程，農場義工擔負起備
耕生產的重任，幫助管理區清雪扣
棚。黑龍江省勤得利農場262名支
援備春耕的義工分流作業，幫助未
返程的種植戶清雪、扣棚、拉運生
產生活物資，出門返回都做好測
溫、登記、消毒工作。

義工幫忙備耕
錯峰分流作業

目前黑龍江化肥到貨量達需求總
量的七成，種子落實近八成，全省
從鐵路到公路全面開闢「綠色通
道」，讓務工農民及時到崗、春耕
物資快速到位。黑龍江省交通運輸
廳積極與農業農村部門對接，建立
聯合工作機制，指定專人負責推進
落實。各地交通運輸部門配合當地
農業農村部門，解決省內鐵路積壓
化肥、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農耕
機具等公路短途運輸問題。
3月6日，綏稜縣4,500多名自駕

外出務工人員分乘1,600多輛私家
車，在綏稜縣交警、巡特警、交

通、衛健等部門人員的護送下順利
抵達建三江。3 月 7 日下午，
K5168/9次備耕專列從黑龍江省海
倫站出發，途經綏稜、綏化等地，
將沿途的900餘名務工人員運送到
三江平原。

通行證保優先通行
為了解決佳木斯市建三江農場春

耕生產物資運輸問題，佳木斯市交
通運輸局主動與鐵路部門對接，多
方籌措和調配公路運力，到站積壓
的農資化肥得以快速運出；與北大
荒物流建三江分公司協調，開展

「點對點」運送服務；加大轄區國
省幹線公路、農村公路巡查力度，
嚴查擅自阻斷公路正常通行等違法
行為。
省交通運輸廳將春季農業生產物

資和農機具轉運納入應急運輸綠色
通道政策範圍，承運企業自行打印
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應急物資及
人員運輸車輛通行證」，確保物資
和農機具運輸車輛優先通行。截至
3月9日，黑龍江省交通運輸部門
已累計投入車輛3,901台，運輸鐵
路積壓化肥、家畜、禽類等農業物
資18.26萬噸，農機器具2,620件。

■北大荒公司打開「天眼」，依靠「雲端」服務，查看春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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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幫助農
戶清雪扣棚。

▶農業專家開通直播授課，民
眾可隨時提問與專家互動。

組圖四：開始作業

Lj0313wxx1-09 防疫春耕兩不誤，農技研發改良版寬窄密插秧機田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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