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勤春来早，农耕正当时。虽在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但为充分保障各地

化肥等的农资供应，这几天金桥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中海石油天野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前身是内蒙古化肥厂），却

是全日无休，加班加点进行生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海石油天

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华北、东

北地区化肥主要生产基地。拥有设计

能力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52 万吨尿

素、20万吨甲醇、6万吨聚甲醛的三套

生产装置。

自疫情发生以来，天野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多措并举应对疫情、稳定生

产，保障化肥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

定。“春节和疫情对生产的影响很大，

尽管春节前已经做了防疫物资的准备

和生产资料的储备，但生产所需的燃

煤运输依然受到疫情影响，我们一直

积极应对燃煤等原料供应紧张形势，

加强与燃煤供应商协调，保障多渠道

供煤满足生产需求。”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张治涛向记者介绍到。

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全副武

装”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在生产

线上，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消杀。在这里，日均产量近 1800 吨

的化肥被装运上车，被送往各地。同

时，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公司进一

步加强发运管理，协调承包商保障装

卸力量，提供口罩、消毒液等疫情防控

物资，并严格要求外运人员、装卸工佩

戴口罩、测体温，开展摸排建立健康档

案，保障发运不受疫情影响。

疫情防控不能松，复工复产不能

慢。疫情期间为保障生产装置安全稳

定运行，天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严格

按照“九个必须”、“五个坚持”、“八看、

六查、三问”等制度加强疫情防控期间

安全生产。“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的

领导、员工主动放弃休假，截至目前复

工率达 98%。同时，我们积极配合地方

要求加强员工出行管理，在单位设有

隔离室等，保障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两不误。”张治涛对记者说到。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复工复产关

系生计。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各地针对

疫情期间复产复工，正加快进度统筹

好疫情防控与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的

关系，突出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

区域实行分级分类管控。在妥善采取

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疫情

防控对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影响，确

保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发展生产两

手抓、两不误。

鲁艳芳 陈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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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素有“北方羊城”美誉的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采取切实可行措

施推动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复工复

产，保障畜产品产业链条畅通运行，进

而拉动养殖育肥、饲料供给等上游产

业，尽可能降低疫情对肉羊产业发展

的影响。

在内蒙古草原宏宝食品有限公

司，屠宰、排酸、分割、包装……生产车

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各种羊肉分割制

品将发往全国各地。2月 22 日，该公

司正式复工，成为临河区第一家复工

的肉羊屠宰加工企业。

“因为疫情，有 100 多名外地员

工无法及时到岗，公司生产受到了一

些影响，目前日屠宰量在 800 到 900

只，占总体产能的20%-30%。随着员

工的陆续到岗，产能会逐步提升。”草

原宏宝后勤生产总经理乔国庆介绍，

复产后，公司要求所有工人在工作期

间全程佩戴医用口罩，每天定时使用

酒精洗手、酒精浸泡工作服消毒，在岗

职工就餐实行分段分餐，外来货车司

机一律要进行登记、体温测量、消毒管

控，货车全部消毒后才能进入厂区，确

保安全生产和运输。

肉羊加工龙头企业复产复工的消

息传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广大养殖户

了。乌兰图克镇团结村三组养殖户蔺

美元今年存栏羊 1000 只，急需出

栏的有 200 多只。往年正月初八

起，蔺美元就大车小车地拉着能出栏

的羊到屠宰企业出售了。今年受疫情

影响，她家能出栏的羊多养了一个月，

一方面羊超重影响卖价，另一方面饲

养成本也增加了。为此，蔺美元很是着

急。

“屠宰场复工当天，我就用小车拉

了十几只羊过去，戴口罩、测温、消毒

这些疫情防控措施都挺严格。这几天，

我家杀了百十来只羊了。再去两次，能

出栏的估计就卖的差不多了，总算是

能松口气了。”蔺美元如释重

负。

“屠宰企业一天不开工生产，养殖

户该出栏的羊就得多喂一天，不但影

响收益，也会影响整个产业健康发展。

“养殖户的忧心事，也是临河区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的忧心事。

临河区是全国县级最大的“四季

出栏、均衡上市”肉羊养殖基地和集散

中心，羊年饲养量达 550 万只，羊年出

栏量 355 万只。为尽快恢复生产，减少

养殖户损失，保障市场供应和肉羊产

业健康发展，临河区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着力打通畜牧业全产业链生

产流通渠道，加快畜牧相关企业复工

复产。

“我们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

要求，通过加强疫情防控指导、缩减企

业复工审批程序，分批有序推动农畜

产品加工企业复工。”临河区动物卫生

监督所办公室主任崔海霞介绍说，“在

这一过程中，企业需按照要求上交复

工申请、员工信息采集表、开复工生产

实施方案、企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等

资料，经属地部门审核、签批，报工信

局备案，由农牧局派驻官方兽医对加

工环节和产品进行监督、检测，企业便

可复工生产。”

据了解，临河区 27家牛羊屠宰企

业目前已复工 7家，包括草原宏宝、美

洋洋食品、蒙泰食品等产业龙头，另有

7家屠宰企业已提交复产申请。

“企业复工生产主要受限于熟练

工人能否按时到岗。目前，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逐步好转，临河区屠宰企

业复工进度已明显加快。”崔海霞

说。

《内蒙古日报》

“受疫情影响，交通不便，采摘的

人来不了，熟了的草莓运不出去，我的

草莓出现了积压滞销，有没有好的解

决办法？”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草

莓种植户周俊表拨通了 12396科技服

务热线，向工作人员急切地询问，看着

大棚里长势喜人的草莓丰收在即，心

急如焚的周俊表一点儿也欢喜不起

来。

春节前后是呼和浩特市冬季草莓

集中上市的阶段，以往每斤采摘价在

50-100 元的草莓今年却因疫情成为

呼和浩特市草莓种植户们共同的“心

病”。

针对周俊表反映的难题，呼和浩

特科技特派员专家、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研究员姜伟进行了及时解答 ，并

通过“呼和浩特科特派”微信公众号推

出《疫情期间呼和浩特草莓销售情况

及建议》、《疫情期间草莓生产中注意

的几个环节》两期微课堂。同时建议广

大草莓种植户可以通过中午温室覆盖

棉被，缩短白天光照时间，增加通风时

间，降低草莓昼夜管理温度等手段，延

缓草莓转色成熟，等待疫情过后市民

的观光采摘高峰。同时，要采用农业、

物理、生物等手段，狠抓草莓病虫害绿

色防控，确保草莓质量。

小小微课堂 解决大问题
据了解，疫情期间，针对呼和浩特

市春耕生产实际，呼和浩特市科技局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专家人才智力和

团队技术优势，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

乡，服务“三农”。一面选派科技人员在

做好防护的基础上深入一线指导农业

生产，一面通过“呼和浩特科特派”微

信公众号推出“科技特派员专家农业

科技微课堂”，用硬核实招解决广大种

养殖户最需要、最期盼、最实用的问

题。

依托 20 余位科技特派员专家，

“呼和浩特科特派”微信公众号，每天

推送一期专家微课堂，内容涉及蔬菜

种植、苗木、花卉、养殖等。在微课堂选

题方面，充分发挥 12396科技服务热

线的作用，积极搜集当前农户最需要

的疑难问题有针对性的由农业技术专

家进行答疑解惑。

“截至目前，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共

推送了十几期科技特派员专家农业技

术微课堂，总点击量已经超过一万两

千多次，说明我们的微课堂是广大农

民朋友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农业生产

中的实际问题的。”呼和浩特市科技创

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建中说。

常年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根堡

村进行农业科技服务的科技特派员高

玉有最近通过微课堂收看了科技特派

员专家、内蒙古农业大学胡俊教授讲

的《番茄晚疫病绿色防控技术》后说：

“对我受益匪浅，以往是按照自己的种

植经验对农户进行科技服务，看了胡

教授的课，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学

到很多实招，以后能更好地服务农

户。”

不负好春光 抗疫保生产
在科技人员开展线上指导咨询服

务的同时，深入精准扶贫重点地区开

展科技助农兴农工作。在武川县，科技

特派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

序开展现场科技指导服务。

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记郭成

岗指出：“当前我们的工作必须一手抓

防疫、一手备春耕，把初心落在责任

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把近年来我市

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中形成的优势最

大限度集中起来、发挥出来，超前谋

划，把农业专业知识和技术送到田间

地头，努力将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降到最低，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有序发

展。”

来源：呼和浩特科特派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也是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不误农时，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曙光村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蔬菜育苗，做到

春耕备耕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走进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

曙光村蔬菜大棚，绿油油的蔬菜幼

苗呈现出春意盎然的景象。戴着口

罩的工作人员分工合作、分散做工，

播种、压穴、浇水、分拣……育苗工

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疫情没有影响曙光村育苗进

度，这段时间我们对育苗场地实行

封闭式管理，进入温棚需要量体温、

戴口罩、手和鞋底都消毒，从一个棚

到另一个棚也要重新‘消杀’，在确

保工作人员防护到位的同时，我们

还会定时对温棚设施进行消毒，以

保证幼苗的正常供应”，呼和浩特科

技特派员曹鹏说到。

近年来，曙光村大力发展蔬菜

育苗产业，培育了以西红柿、西葫

芦、豆角为主的 40 多种幼苗，年出

苗量达 1000万株，为全市 70%的

农户、合作社和农业公司供应幼苗。

曙光村幼苗除销往内蒙古各地以及

宁夏、山西、陕西等省区外，还远销

俄罗斯和蒙古国。

“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各地适期

种植，村委会协调在大棚卡口外设

定临时交易地点，供当地客户自提，

针对外地客户，通过快递配送幼

苗。”曙光村党支部书记高二忠介绍

到，“这几天我们在为 5月份的明地

种植做准备，除了预定数量外，我们

还会多培育各品种的菜苗以供散户

种植。”

来源：赛罕区融媒体中心

提前部署春季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严密防范重大动物疫情发

生。自 1月 23日起，呼和浩特市组

织各旗县区动物疫病防控部门开

展畜禽规模养殖场（户）集中消毒

灭源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消毒场

（户）9.2 万个次，消毒面积 5169.28

万平方米；组织基层防疫员每日通

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开展动物疫情

排查工作，累计排查养殖场（户）

13.1 万家，未发现动物疫情；累计

免疫动物口蹄疫疫苗 19.65 万头

只，禽流感疫苗 121.4 万羽。为进一

步督促落实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2月 17日起，由市动物疫病防

控中心组成督查组，赴各旗县区开

展以规模养殖场（户）防疫管理制

度执行、消毒灭源、口蹄疫和禽流

感免疫为主要内容的督促指导工

作。在畜牧业正常生产及保供给方

面，随着相关政策保障措施的落

实，在政府部门和养殖企业的共同

努力下，目前呼和浩特市养殖场的

饲料饲草除个别种类外基本恢复

到正常水平。目前，全市 69 家饲料

生产企业已有 29 家复工生产，企

业复工率达到 42%，一些较大型的

饲料生产企业全部复工生产，60%

的产能得到恢复，确保满足呼和浩

特市畜牧生产正常运行。截至 2月

23日，呼和浩特市畜牧业生产正常

开展，全市生猪存栏 40.6万头，牛

存栏 33.29 万头，肉羊存栏 243.6

万只，禽存栏 322 万羽，畜牧业生

产总体保持平稳。一年之计在于

春。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在保障

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呼和浩特

市已开始积极组织春耕备耕等重

点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储备化肥

（商品量）6.61 万吨，占全年需要量

的 42%；农药共储备 92 吨，占全年

需要量的 30.1%；地膜共储备 2826

吨，占全年需要量的 35%；马铃薯

种薯储备 7.6 万吨，约占全年需要

量的 90%；玉米种子储备 5220吨，

约占全年需要量的 64.5%；小麦种

子储备 330 吨，约占全年需要量的

9.2%；大豆种子储备 790 吨，约占

全年需要量的 87%。在加强农机具

等生产资料调剂供应方面，截至目

前，全市可投入春耕生产的拖拉机

数量 91982 台，配套机具数量

168081 台；已检修机具数量 18316

台，其中拖拉机 7340 台、播种机

4233 台、耕整地机械 6743 台；可

投入春耕生产服务组织数量 318

个，可投入春耕生产技术人员及农

机操作人员 45430 人，有力地促进

了全市春耕备耕工作，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不误农时、不误农事，为夺

取小康之年农业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制订了

疫情期间保障农业（蔬菜）、畜产品

供应应急预案，以及农牧业企业复

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导保障全

市农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和安全

有序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呼和浩

特市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366家，同期复工率达 40%，

随着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呼和浩

特市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复工

率将进一步提升，确保安全有序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发展。

来源：内蒙古农牧厅

“明天就能回家接羔子了”。一

大早，张旭兴奋地电告记者，困扰

他羊群转场的事，不到一天时间就

顺利解决了。

张旭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

旗索伦镇岗根套海一社牧民，像往

年一样，去年 10 月 26 日，他带着

自己的 500 多只羊离开家转场到

兴安盟扎赉特旗小城子乡青山村

放牧。随着春天的到来，天气慢慢

变暖，母羊产羔的季节就到了，张

旭也开始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转场

回到自己的牧场接羔子，一年的辛

劳和希望就等着小羊羔的出生。

2月 17 日，张旭准备让科右前

旗家里的车到扎赉特旗放牧点过

来拉羊转场回家，之前听别的牧民

说由于防控新冠肺炎，可能路封

了，车过不来，他有点半信半疑，当

他找到旗里交警队电话咨询时，果

然现在车不能进扎赉特旗了，如果

车非要进来就得隔离，隔离时间不

能确定。车过不来了，羊回不去，放

牧点又没有接羔子的条件，眼看着

待产母羊陆续开始下羔子了。张旭

突然意识到，转不了场，400 多只

小羊羔要产在放牧点的话，一年的

辛苦算是白费了。

正在他着急上火、束手无策的

时候，2月 18日，张旭看到微信群

里转发的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维护畜牧业正常产销秩序保障肉

蛋奶市场供应的紧急通知》，该通

知要求“五不得一支持”，其中明确

要求不得拦截仔畜雏禽及种畜禽

运输车辆。

时间不等人，牧民转场的事等

不得。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物资保

障组接到张旭的电话反映后，安慰

张旭不要着急，立即会同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厅将张旭的信息反馈给

兴安盟农牧局，该局接到信息后马

上和张旭取得了联系，详细了解张

旭羊场转场羊群数量、转场时间和

路线图。扎赉特旗农牧局长刘立军

一直和张旭对接，及时将张旭转场

的信息反馈给旗疫情防控指挥部，

由指挥部协调公安交警、交通运

输、镇、村等相关部门，要求对张旭

转场运输羊群的车辆放行，让待产

母羊安全返回到自家产羔点，保证

牧民财产和生产安全。

原来，地处内蒙古、黑龙江、吉

林三地交接的兴安盟部分旗县的

牧民，每年秋收后都有拉着羊群转

场到农区遛茬的习惯，等到来年春

天母羊开始产羔的时候再陆续回

到自家牧场，等待接羔子。今年转

场的时候到了，让牧民没想到的

是，羊群在三省区交界地带转场，

难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影响。在调查了解中，兴安盟农

牧局发现还有其他牧民也存在和

张旭一样转场难的问题。

2月 18日，兴安盟农牧局立即

召开全盟农牧局长会议，要求全面

普查梳理牧民转场现状，千方百计

推进养殖业解困，确保接羔保育工

作。“目前，大部分转场牧民已经顺

利回到放牧点，全盟有张旭这样的

转场放牧户 42 家、37000 只羊，有

的找到了接羔点，有的投奔亲戚家

的放牧点接羔，有的像张旭一样正

在有序转场。”兴安盟农牧局副局

长王俊峰说。

“回家的感觉真好！”张旭说，

真心感谢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各级农牧部门对牧民的关心关爱！

当明天朝阳升起的时候，离家

近四个月的张旭和他的 500 多只

羊就回到自家的 7000 多亩的牧场

上，一年一度的接春羔的日子开始

了，带着希望和梦想的又一批小羊

羔将来到张旭的家。 焦宏

“北方羊城”加快打通
畜产品产业链运行脉络

科技特派员专家微课堂疫情期间为农户“精准答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曙光村：

防疫春耕两手抓 蔬菜育苗不误时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防疫生产两不误 多措并举促发展

呼和浩特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同期复工率达 40%

牧民张旭羊群转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