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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行业都选择
了延迟复工。然而，农时无法推迟。俗
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当前，立春已
过，春耕临近，而农村疫情防控不可忽
视，矛盾如何解决？在军地统一指挥
下，一支支身着迷彩服的民兵队伍出现
在希望的田野上。

农时不待 科学备耕忙

2月14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岳
村镇，麦田里一阵阵轰鸣声。华龙区无
人机侦察排排长崔振杰手拿遥控器，只
见一架无人机缓缓飞起，开始对农田展
开液态肥喷洒作业。

农谚说“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
黄”。随着气温逐渐转暖，冬小麦陆续
进入返青、起身、拔节的生长期。疫情
防控要求高、春耕农时也不等人，怎么
办？濮阳军分区动员民兵无人机分队
等新质力量，投入春季麦田管理、配方
施肥等生产服务中。

崔振杰告诉记者，一架无人机一次
可携带 10至 20升液体，10分钟即可喷
洒近10亩地。看着无人机在田间地头
盘旋起降，岳村镇邢庄村村支书邢殿军
笑容满面：“这高科技真好，喷洒均匀又
高效，省了村民出工费口罩！”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甘蔗主产
区广西龙州，县人武部正指导各乡镇组
织民兵帮助村民收割甘蔗。每位民兵

都配发了口罩，相互间隔 1米以上，避
免扎堆。水口镇民兵疫情防控先锋队
队长陈文力手执小喇叭在一旁做动员：

“戴口罩干活是有些不方便，但是安全，
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就可以甩开膀子使
劲干了……”

为最大程度减少春耕期间产生不必
要的人员流动，广西军区各级还组织民
兵利用进村宣讲疫情防控知识的时机，
指导广大农户通过微信或电话等线上方
式预订农资，并协调驻地经营企业提供
送货上门服务。同时，他们还动员民兵
中的农业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发挥自
身优势为农户提供种植新技术、品种选
育、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咨询服务，村民
通过微信发送图片、语音和视频等，就能
及时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难题。

光荣人家 田间亲人多

2月 15日，一个电话让山东省曲
阜市吴村镇吴村军属孔令勤愁眉舒
展。镇武装部部长杨文轩打电话告诉
他，民兵帮扶队帮他家麦田追撒了开
春头茬肥。孔令勤激动不已：“因疫情
防控只能猫在家里，正愁承包的 40亩
麦田没法及时施肥，这可真是‘及时
雨’呀……”

受到特殊照顾的不只是孔令勤，疫
情发生后，武装部长杨文轩多了一个笔
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全镇几十个军

烈属和种植大户的基本情况。这些天，
他忙着逐个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曲阜市人武部政委王全亮告诉记者：“军
烈属家中一般缺少劳动力，受疫情影响
更大。为了让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我
们要求民兵迅速补位。种植大棚里找不
到工人采摘，运输途中找不到车辆输送，
只要一个电话，民兵队伍立即出动！”

军属田间亲人多。在重庆市武隆
区凤来乡，高寿村村民陈明渊的儿子在
新疆某部服役，往年这个时候他都是雇
两个人一起帮忙处理春耕农活。但因
疫情影响，现在去哪里请人的问题让他
犯了难。让他想不到的是，市场上请不
到工，田里却不缺人！乡专武部长黄波
召集 8名民兵自带口罩、除草剂、玉米
种子和肥料，为他家翻土、除草来了。

扶贫点上 帮扶不停滞

2月15日一早，云南省贡山县丙中
洛镇甲生村合作社，民兵排长古春荣带
领村民李成才、肖振雄、李红光忙着抢
收羊肚菌。由于春节期间遭受雪灾，丙
中洛镇不少遮阳篷坍塌损坏，而疫情期
间，人员和道路封控，找不到维修人
员。为防止羊肚菌减产影响村民收入，
古春荣带领民兵分队自我隔离在种植
园抢修抢收，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
了。“今年，贡山县要实现全县脱贫，甲
生村决不能拖后腿，这种关键时刻，民

兵骨干责无旁贷！”古春荣憨憨地笑着。
决不让疫情耽误脱贫！战“役”在

各地打响。
在重庆市武隆区黄莺乡黄莺村，

6000株桃苗全部拉到了地里，并计划5
天内全部完成种植。黄莺村是武隆区
人武部对口帮扶贫困村，计划今年种植
桃树拓宽致富渠道，没承想疫情形势严
峻，桃苗的运输和种植成了难题。了解
情况后，人武部立即抽组了一支 60人
的民兵分队，帮助包括黄莺村在内的对
口帮扶村开展运输、农田维护等工作。

重庆警备区领导介绍，为减少疫情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他们在做好防
控的同时，各区县人武部发动民兵深入
所帮扶的贫困村，采取分散式、错峰式
的作业方式，帮助贫困户除草施肥、育
苗耕种、抢收蔬菜等。

“邓爱军，砍菜”“肖洪波，收菜”“邓
小刚，打包”……2月16日下午，酉阳县
南腰界镇闹溪村农户鲁堂华的菜地里，
10余名民兵当起了免费“收菜工”。鲁
堂华告诉记者，人武部不仅带着民兵上
门帮助抢收，还联系企业优先采购贫困
户所种植的蔬菜，并安排专人专车进行
打包、运输，想得细干得实，在大家的倾
情帮助下，对于如期脱贫，他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张和芸、左庆莹、冯
强、戴丹华、张印东、梁英海，通讯员付
吉、章广建、赵晓菡采写）

春耕临近，恰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农时不能等，防疫不能松。各地
民兵奋战田间地头，确保抗疫生产两不误——

阻击疠疫 播种希望
本报讯 记者王赫、刘松峰报道：

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对接机制，每日8
时对接当日任务安排与次日用兵需求；
民兵应急分队在位率不低于80%，集结
时间由 4小时调整为 2小时，60%的基
干民兵参与交通路口、社区（村）封控任
务；民兵执行防控任务期间发放军事训
练补助，由人武部保障饮食及所需卫生
防护、被装等……2月 16日，河北省军
区出台组织省军区系统和民兵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 24条刚性措施，确保军地
协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组织省军区
系统和民兵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河北
省军区着眼发挥民兵整体防控补充、
前运后送支援、帮扶群众服务、舆论
宣传引导、稳定社会配合、恢复生产
骨干等“六个作用”，从制度机制上
规范完善行动处置和方案。以全力支
援前送后运为例。措施中明确，编组
的民兵运输分队人车在位率不低于
60%、集结时间不超过 4小时，参与
运输与分发救灾物资、转运危重病人
和跨省运输支援，每个设区市编组一
支司机40人以上、重 （中） 型货车20

台以上的运力支援队负责跨省跨市运
输，每个县 （市、区） 组建一支司机
10人以上、中小型货车 5台以上物资
运输保障队，用于区域内生产生活物
资运输支援保障。

与此同时，省军区号召全体民兵响
应国家号召、有序参加复工复产；各军
分区（警备区）组织不少于 200人重点
协助疫情防控必需企业、骨干企业和重
要民生企业充实人力资源；各县（市、
区）人武部组建不少于100人的民兵突
击队，重点协助粮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企业复工复产和定点帮扶村农副业生
产，并协调卫健部门开通“绿色通道”，
免费为复工民兵进行健康体检、防护宣
传和心理疏导，配备必要防护器材。

措施出台后，各地纷纷响应。石家
庄警备区派出工作组与石药集团等 3
个疫情防控必需的重点骨干企业对接
充实民兵突击队员事宜；唐山、保定、承
德、廊坊军分区，已组建起跨省运力支
援队；沙河市人武部近300支民兵志愿
者小分队正有条不紊地配合基层组织，
包户到人开展日常生活物资配送、疏导
民众心理等点对点服务。

河北省军区

24条措施助力军地协同抗疫

本报讯 刘韡、记者郭冬明报道：2
月 15日上午，江西省军区组织机关和
直属队 128名官兵向湖北省新冠肺炎
疫情地区进行专项献血，以实际行动支
持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达军民携
手、共克时艰的决心。

“新冠肺炎患者发展到重症时，器
官衰竭会引起贫血、凝血功能障碍，同
时肺衰竭的患者进行体外人工膜肺治
疗时，都需要血液救治。”江西省血液中
心体检采血科科长黄会青告诉记者，当
前正处于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刻，急需各地提供血液供应。为
此，江西省献血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全省
发出无偿献血动员令。

接到动员令后，驻赣部队积极响
应。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省军区
积极与省血液中心联系，协调各设区

市采取采血车开进军营的方式采血。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能够通过
献血帮助前方，是我们的责任和光荣！”
献血现场，江西省军区警卫勤务队通信
中队副中队长姚懿恒告诉记者，他们时
刻关注着湖北疫情一线的发展，希望通
过献血告诉身处湖北疫区的人民，人民
子弟兵与湖北人民心连心。

记者在江西省军区献血现场看
到，将军和普通士兵一道挽起袖子走
进采血车。截至记者发稿，先后有
1600余名驻赣部队官兵在全省各地参
与献血，献血量达377100毫升。据江
西省血液中心负责人介绍，根据湖北
新冠肺炎患者治疗需求，采集的血液
将陆续发往湖北省黄石市、鄂州市和
咸宁市等血液紧缺地区，为新冠肺炎
患者提供救助。

江西省军区

协调驻赣部队官兵献血援鄂

本报讯 陈德、记者肖芳菲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福建省军区各
级注重利用信息化手段抓好指挥调
控、日常办公、人员管理、信息报
送、心理防护等工作，确保人员减少
聚集、指挥灵活高效、指令直达末梢。

线上指挥，千里之外尽在指尖掌
控。“闽清县人武部派出民兵协助各乡
镇、街道执行警戒任务”“永泰县民兵
在 各 交 通 要 点 协 助 健 康 检 测 点 值
守”……一条条指令、一张张图片通
过民兵信息系统上传至指控中心，让
福建省军区各级指挥员对疫情防控现
状了然于心。

该省军区针对所属人武部、干休
所点多面广的实际，运用民兵信息系
统抓好防疫期间的人员调控，将相关
通知、工作安排等通过线上公告发
布，让各级及时掌握最新动态、科学
安排工作；各基层单位及时上传防控
工作完成进度，让机关可随时掌握末
端落实情况，促进防控工作高效展

开。同时，借助系统群聊功能开展特
殊人群信息报知，通过实时沟通、实
时调控、实时反馈，确保行动高效快
捷；利用人员定位系统，及时掌握兵
员流动态势，确保信息实时更新、情
况及时掌握。

“线上关怀”，组织关爱直达基层
末梢。“这是疫情防护知识，请大家
及时学习。”“这是最新确诊人员的行
动轨迹，请大家掌握。”2月12日，在
泉州市鲤城区，一些正在执行任务的
民兵打开信息系统，正在浏览上级下
达的有关指示精神、疫情态势和防护
要求。

泉州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他们
借助民兵信息系统及时推送疫情防控
信息，同时通过线上交流，及时关注
官兵、民兵的身心健康，多方提醒大
家重视预防。

目前，该省军区共 2800余名官兵
和民兵奋战在抗疫一线，3600名民兵进
入应急备勤状态，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福建省军区

线上指挥高效实施疫情防控
2020年是攻坚之年。这一年，我

们要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夺取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全面胜利。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场攻坚战多
了些硝烟和波折。尤其是对于农时不待
的乡村和抗压能力相对薄弱的贫困地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乡村常住
人口近5.52亿人。而相对城市，农村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薄弱、贫困人
口较多。为此，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
求一手抓防疫，一手促生产，两个都不误。

如何两不误？一方面，要科学生
产，引导农民和各类经营主体有序下
田，分时下地，分散干活，避免人员集
聚；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广无人机、农机
等现代化生产、管理机械和手段，通过
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代耕代种

代管理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最具组织力、

最富创新力、最有战斗力的民兵组织要
勇挑重担、站到排头。

筑“防护墙”。发挥民兵组织规范、
纪律严明、熟悉本乡本土的优势，深入
一线开展防疫常识宣传、入户排查登
记、卡点检测消毒、隔离区警戒劝导等
工作，在广袤乡村大地构筑起军民联
防、军地联控的严密防线，坚决防止疫

情向农村农业蔓延、扩散。
做“压舱石”。农业稳则社会安，农

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业
生产物资的安排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
供应，关系到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
子”，关系到物价稳定和社会安定。要
组织民兵投入保农时战斗，通过推行

“不见面”的技术服务、管理服务和作业
服务，为战疫情、保供给作贡献。

当“服务队”。疫情是战场，也是考

场。如何减少疫情对烈军属等缺乏劳
动力的优抚对象家庭的影响？如何不
让疫情打乱脱贫攻坚的节奏？需要从
实际出发，既要有责任担当之勇，又要有
科学防控之智；既要有统筹兼顾之谋，又
要有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
春。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
神。”希望的田野上，民兵又一次出发
了……

攻坚克难站排头
■江 平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复 工 复 产 冲 在 前

2月 14日，贵
州省普安县江西坡
镇万亩茶山，普安
县 人 武 部 干 部 职
工 和 民 兵 骨 干 正
在 帮 助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王 少 勇 家
采 摘 茶 青 。 时 值
茶叶采摘黄金期，
因疫情影响，当地
茶农找不到帮手，
正 在 大 家 焦 头 烂
额之际，人武部领
导带领 280名民兵
出 现 在 茶 山 。 经
过简单培训后，民
兵 投 入 到 紧 张 的
突 击 采 摘 茶 青 的
特 殊 战 斗 中 。 经
过一整天的忙碌，
280名民兵当天共
采摘茶青达 160公
斤，为茶农增收将
近1.5万元。

王玉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