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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刚结束，四川绵竹市九绵文化旅游产业
园各企业便铆足干劲投入节后的生产，奋力夺取“开门
红”。

日前，在绵竹市川莎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
人们分工明确，或进行食材的初加工，或对加工好的食
材进行包装，现场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

该公司于 2023年落户九绵文化旅游产业园，主要
以调理肉制品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公司致力于提供
标准化食材生产加工平台，为连锁餐饮和中小型终端
餐饮提供产品研发、味型升级、资源整合等服务，预计
年处理肉制品可达 18000余吨。
“为了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我们公司在正月初

九便开始生产，目前已恢复了正常的运转，订单也排到
了二季度。为了迎战‘开门红’，公司现在正全力进行生
产，抢占市场，预计在二季度的前期会启动二期厂房，
为三四季度生产做准备，全面实现公司生产任务目
标。”该公司副总经理魏行信心满满地说。

同样，在四川鑫恒磁性材料有限公司里，机器轰
鸣，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
不紊地忙碌，一件件产品正源源不断地下线。

该公司是一家集永磁铁氧体设计、开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的铁氧体
永磁、钕铁硼永磁元件、钐钴永磁元件等产品被广泛应
用于汽车、摩托车、办公设备、家用电器、IT零部件等领
域。公司副总经理曾朝君告诉记者，从正月初十开始，
公司就全面复工生产，今年 1月份已完成了 180吨的
生产规模，二月份将满负荷生产，预计完成 100吨左右
的生产规模。一季度公司能完成 450吨的生产规模，将
超过预期目标任务的 30%左右，全力奋战“开门红”。

据了解，该公司于 2023年入驻园区，当年 10月份
生产线全面到位，目前模加工生产线有 6条，后续还将
增加 6到 12条生产线，同时将球磨机增加到 8台，全
面实现企业加速发展。

绵竹市九绵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恒表示，目前公司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正在建设中的
大数据公司力争在 3月 10日前完成第一期的施工建
设，以新能源为主的新丰科技力争在 4月初实现第一
期的开工建设。今年，该公司将继续把安全生产放在首
位，同时以稳定园区企业生产建设为基础，做好企业人
员稳定的服务工作，让九绵文化旅游产业园在新的一
年有更大的发展。

2月 25日，四川省华蓥市华蓥山经开区瀚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车间
内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华蓥市把做大工业总量作为紧要任务，把做强产业支撑作为主
攻方向，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关键一招，把育强经营主体作为重中之重，
把做优承载平台作为发展之基，以工业大跨越带动全市经济大发展。各部门
强举措、优服务、抓落实，各企业开足马力拼经济、抓生产、抢订单，力争实现
新年“开门红”。 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卫
子镇新荣村油菜示范基地里，在植
保员的熟练操作下，无人机正在为
300余亩油菜喷洒药剂，进行菌核
病防治。

时下正值小春田管、大春备耕
的关键时期，昭化区坚持“早”字当
先，利用机械化手段开展田间管理
作业，同时积极储备各类农资，确
保春耕物资供应充足，为今年农业
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采取机械化作业方式进

行统防统治，目前已防治油菜
17000亩、小麦 6000亩。按照卫子
镇的油菜、小麦播种面积，防治目
标已达到 60%，正在往周边乡镇辐

射。”广元市强村富民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农机负责人梁斌元说。

油菜是卫子镇新荣村主要农
作物之一，据统计，2023年的种植
面积达 2000余亩。为有效防治病
虫害发生，当地通过推广无人机防
治，有效提高喷洒效率及病虫害防
治效果。

为进一步做好小春作物田管，
昭化区还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生产一线，分作物、分区域开展查
苗情、查地情、查病虫害情等工作，
确保小春“有灾不减产，无灾必增
产”。
“在小春作物病虫害的防治

上，我们以统防统治为主，大力推

广植保无人机作业，针对近期低
温寒潮天气，及时发布病虫害预
报，购买防冻物资，增加叶面肥的
喷施，实现一喷多防。”昭化区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苟
元林说。

在狠抓小春田管的同时，昭化
区还积极储备各类农资，确保春耕
物资供应充足。在昭化区小权农资
经营店里，记者了解到，从去年年
底，店铺就积极组织货源，提前做
好了农资储备工作，保证各类农资
储量足、品种全、质量优，让农户吃
下“定心丸”。
“我们的早玉米地和秧地全部

备好了，可随时下种。水稻种需要 2

到 3袋，玉米种要买 4袋才行。”卫
子镇沈家阁村村民张子义规划着
近期耕作事宜。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区共储
备种子 500吨、化肥 18000余吨、
农膜 120余吨、农药 50余吨，各类
农资供应量足、质高、价稳，能够满
足春耕生产需求。

为了抓住春耕的节奏、抓好田
管的关键，赢得全年粮食丰收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供应主动权，近年
来，昭化区紧紧围绕粮食丰收、农
民增收的目标，始终绷紧粮食安全
这根弦，积极引进现代科技，推动
农技下乡，全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支
撑，助力农业生产。

加强化肥生产 推动良种选育 推广绿色农药

农资储备足 春耕有保障

吉林农安县———
力保化肥供应稳定

走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的田
间地头，皑皑白雪虽仍是土地上的
主色调，但春耕生产的活力已在悄
然萌动。
“我们的联合社已经订购了近

3万吨化肥。”吉林省乾溢农业发展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徐国臣介
绍，目前联合社的成员社近 400家，
耕种的土地面积近 6万公顷，预计
春耕前化肥的总购买量将达 5万吨
左右。

作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的“压
舱石”，东北地区一般在气温回升的
4、5月份进行春耕，但储备化肥、地
膜等农资的准备工作在春节前后便
已开始进行，为春耕生产提供保障。

作为产粮大县，农安县在农资
支持方面持续发力。在吉林隆源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袋

袋肥料正顺着生产线涌出，机械手
将其码垛堆放，随后被装车运往仓
库。

据隆源农业董事长李晓春介
绍，企业生产的化肥产品通过 4条
铁路专运线销往东北三省及内蒙古
自治区东部等地区。春节后，企业总
订单量超 60万吨。现在，企业多条
肥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预计春耕
前总产量可达 120万吨，将为春耕
农资提供有力支撑。

农资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也关系着农村生态
环境和农民切身利益，如何确保农
资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县里的化肥生产企业，我们都

会到现场检查。”农安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质量计量科科长李亚刚说，春
节前，农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
加强肥料等农资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实施方案，深入实施农资执法监管，
对县内化肥生产企业开展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并对抽检结果及时公示。

此外，农安县还通过多种形式
的培训交流活动，指导农户通过有
经营资质、信誉好的经营主体或销
售渠道，订购种子、肥料等春耕生产
物资。据了解，农安县针对农业产业
发展和农民需求，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冬春培训，目前已
培训 1万余人。

农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大队长刘长利介绍，目前，农安县粮
食作物种子总需求量为 920 万公
斤，入户率达 70%以上；化肥总需求
量 25.8万吨，入户率达 35%以上。
山东昌邑市———

选购良种助力增收

“一共四两三，虽然品种看着
小，但掰出来的玉米粒却很饱满。”
在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东方种业有
限公司的直营点，张恒瑞拿起一个
玉米样棒，小心翼翼地掰下玉米粒，
放到电子秤上仔细称量。

张恒瑞是昌邑市龙池镇东白塔
村的种植户，春节假期一过，他就来
直营点买玉米种子。
“今年，为方便农户选种，直营

点把玉米样棒和电子秤摆在台面
上，让农户自己掰、自己称、自己
选。”忙碌一上午，东方种业负责人
刘金凯终于腾出空来。他介绍，春节
后来购买玉米种子的农户日渐增

多，公司备种可服务种植面积超 20
万亩。

走出直营点，驱车十几公里，记
者来到昌邑市柳疃镇青阜农业综合
体。在农业综合体的农资仓库里，成
袋的种子、化肥等农资码放得很整
齐。
“我们这里沿海，附近主要是盐

碱地。这几年通过改良 10万亩盐碱
地，粮食亩产量从不足 500斤跃升
至 2000余斤。”青阜农业综合体负
责人孙德东介绍，“盐碱地稳产增
收，种子是关键。附近土地贫瘠、含
盐量高，需要种子抗倒抗病、抗旱耐
盐。”

昌邑市粮食播种面积目前保持
在 150万亩左右，年播玉米近 80万
亩。由于这里地形南北狭长，土质气
候多样，对玉米种子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因地择种、因地定株。

为让农户能够选到适合播种的
种子，2016年，昌邑市建立粮食新
品种展示评价中心，年展示小麦、玉
米新品种超 120个，每年在玉米生
育关键期还会组织现场观摩培训，
指导农民科学选种用种。经过在粮
食新品种展示评价中心的观察对
比，孙德东今年侧重选择了“鑫瑞
25”“中垦玉 561”等几种适配性较
高的玉米品种。

2023年，昌邑市引进试种的玉
米品种超 100个。经过一系列测试，

最终选定了 11 个品种进行推广种
植。“每引进一个新品种，我们都会
针对昌邑市不同的土质等条件分别
试种两年，摸清种子的‘脾气’后，再
在粮食新品种展示评价中心进行推
广。”昌邑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说。

四川绵竹市———
绿色农药送货上门

“老吴，农药到了，快来接！”2
月 24日，随着门外一声吆喝，四川
省德阳市绵竹市剑南街道柏杨村村
民吴宇全赶忙迎上前去，“眼看就要
春耕，3月就得育秧，就等着这批农
资上门，好提前做准备。”说话间，吴
宇全探出身子朝车上望去，一箱箱
绿色农药分门别类摆放整齐，正是
他下的订单。

吴宇全是柏杨村的种粮大户，
共流转种了 700亩地。当下，690亩
小麦长势喜人，10亩育秧田正在进
行土地平整。“这个‘硕丰 481’是植
物生长调节剂，施药之后，既能抵御
病害，还能起到防寒作用。”打开箱
子，吴宇全拿出一瓶药剂向记者介
绍。

在吴宇全看来，与普通农药相
比，绿色农药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
的抗病、抗虫、抗旱等能力，还能降
低对土壤的污染，“一年下来，不仅

产量更高，小麦、水稻的品质也有保
障。”

前阵子，小麦正值生长期，育秧
也需要调节剂，眼看仓库里的农药
储备不足，吴宇全着了急。情急之
下，他拨打了绵竹市莉稼农资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徐守彬的电话。从
农药种类到数量需求，再到送达时
间，一一确定清楚，随后只需在家等
着送货上门。

到手后，马上用。小麦田里，飞
手操控着无人机盘旋而起，均匀地
将调配好的绿色农药喷洒下去，不
一会儿就飞了一个来回。“无人机不
仅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农药。”
吴宇全说。

除了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吴宇全今年还打算尝试一些新品。
“我们这儿农户较多，有的散户购
买绿色农药数量太少不一定配送，
我计划在村里开家农资店，让大伙
可以就近买到农药化肥。”吴宇全
说。

为保障春耕备耕期间农资供
应，四川通过抓好农资储备供应、加
强农资市场价格监测等方式，保障
农业生产用肥用药所需。除了农资
企业加强省内外货源采购调运、品
种分配和货源存储，农资连锁加盟
店还提供电话预约、上门订货等便
民措施，满足农民农资购买需要。
（人民日报记者门杰伟王者游仪）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春播为粮食生产打下基础，对于夺
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各地积极准备各类农资产品，力保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供应及时充足，保障春耕春播顺利开展。近日，记者来到
田间地头，记录多地扎实有序推进春耕备耕的热闹场景。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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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
小春田管正当时 大春备耕要趁早

□向东阳王菲菲本报记者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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