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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字当先 五措并举 细化服务

市农业农村局奏响抗台救灾“三部曲”

7 日 ，市 农
业农村局党委书
记、局长赵斌带
队到唐先镇桐溪
村勘察、慰问，了
解灾情并指导灾
后重建工作；局
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金华东带队
前往西溪镇实地
勘察，并探望慰
问了抗灾中因工
负伤的西溪镇分
管农业领导；局
党委委员、总农
艺师成其仓等人
实地调查当前粮
油及经济作物等
情况，并向农户
提供灾后补救措
施，指导加强作
物管理和病虫害
防治（见组图）。

这是市农业
农村局抗台救灾
的 缩 影 。 连 日
来，该局坚持“统
筹兼顾、综合施
策、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的原则，
综合运用政策、
金融、保险、服务
等手段，完善和
构建该局灾后重
建的工作和服务
机制，着力推进
农业农村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奏
响抗台救灾“三
部曲”，确保不发
生重大动植物疫
情、重大农产品
质量事故和农业
安全生产事故，
稳定粮食、生猪、
蔬菜生产，努力实
现全年既定目标。

未雨绸缪 周密部署 全力防范

粮食灾后管理
1.加强稻田管理。对受淹后的晚稻

田，应及时排水，开好平水缺，防止再次

受淹。对于受淹的连作晚稻在排水时

进行洗苗，冲洗时要避免对水稻造成机

械损伤。对灾后生长偏弱的稻苗，应及

时施肥。2.重视病虫防治。重点预防水

稻细菌性病害，加强单季晚稻穗期病害

防治，注意农药安全使用。3.对受淹的

旱粮作物，如玉米、甘薯等，除及时排水

和中耕外，还需增施肥料。4.对倒伏的

旱粮作物，在倒伏后，植株尚未形成新

根前及时扶起，并要边培土边施肥，促

使新根迅速下扎。

蔬菜病害防治篇
1.病害防治。及时喷药，结合药剂

灌根，是控制病虫害的必要措施。茄

子：重点防治青枯病、枯萎、黄萎病、绵

疫病等和蓟马。芦笋：重点防治芦笋茎

枯病。生姜：重点防治姜瘟、蛀心虫

等。2.排除积水。尽快疏通沟渠，减少

渍水，控制田间湿度，避免芦笋肉质根

腐烂蔓延而造成植株死亡。及时抢收

成熟和即将成熟的蔬菜。3.加强灾后管

理。修复受损设施，扶理植株，清除污

泥，薄肥勤施，恢复植株长势。4.补种改

种。绝收菜地要根据市场行情、因地制

宜播种速生叶菜，或种植秋冬茬瓜类、

茄果类、西兰花等蔬菜。

畜牧灾后管理篇
1.检修生产设施。灾后对畜牧业生

产尤其是防暑降温设施进行一次全面

检查，及时处理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2.全面消毒灭源。及时做好受灾畜禽转

移，清除栏舍周边的污水、污物。配备

好烧碱、生石灰等消毒药，加强通风换

气，定期开展防蚊灭鼠工作，减少传播

疫病的机会。对受潮霉变的饲料及饲

料原料要作销毁处理。3.加强饲养管

理。注意饮水卫生，提供清洁水源并根

据畜禽不同阶段的生长需要供给营养

全面的饲料。尽可能在省内引进种苗，

减少疫病传入风险。饲料饲喂前必须

进行仔细的检查，不要用霉败变质的饲

料饲喂畜禽，防止中毒。4.加强防疫检

疫。密切关注重大动物疫病和灾后易

发病，村级动物防疫员要开展疫情巡

查，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切实做好灾后

畜禽免疫工作，突出加强受灾存活畜禽

的补免。

水产养殖灾后管理篇
1.抓紧检查和修补毁损设施。台

风过后要及时检修塘埂、网箱、大棚等

养殖设施，加固或修复拦网设施，防止

鱼虾二次逃逸。2.彻底消毒防止疫病

发生。对养殖池水、进排水沟进行一

次全面的消毒处理。同时，对灾后死

亡养殖水产品、受风卷起的水草和杂

物，指导养殖户要立即捞出，并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打捞死鱼的工具、器皿、

人员也要进行消毒处理。3.千方百计

组织苗种补放。对于逃逸比例不高的

池塘，应组织购买苗种，进行补充投

放，保证养殖产量。对于存塘量少的

池塘，应考虑并塘，并对多余池塘进行

清理消毒，重新选择养殖品种，加强放

养 的 饲 养 管 理 。 4. 加 强 灾 后 生 产 管

理。强降雨后池塘普遍浑浊，水质偏

瘦，要采取水质改育剂和底质改良剂，

逐渐恢复藻相和菌相。要在保证供电

系统安全的情况下，及时增氧，适当延

长增氧时间。

风雨来袭 五措并举 抗灾救灾

防灾减灾，功夫还得下

在平时。记者从市农业农村

局了解到，在台风来临前，该

局就高度重视，预报预警及

时，分析研判准确，准备工作

到位，应对科学有效。

早在今年4月，该局就按

照“统一领导、协调配合、分

块负责”的应急管理体制，建

立快速反应、协同应对的农

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

制，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其

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应急

管理（救灾减灾）领导小组和

由各业务线具有中、高级职

称的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

这一机制进一步规范了市农

业农村局应急的管理、响应

和处置工作，提高了农业安

全事故和农业灾害的预防、

处置能力，及时有效地实施

救援，指导做好灾后农业生

产恢复工作，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

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

农村事业健康发展。

3 日，台风登陆前，该局

坚持底线思维，牢固树立“一

个目标、四个宁可、三个不怕”

的理念，绷紧防汛防台这根

弦，切实落实防汛防台责任，

认真组织做好台风防御各项

准备工作。在市防汛防旱指

挥部组织召开的视频会议中，

该局对部门及镇（街、区）关于

农业方面的防台工作进行了

部署和指导，要求各相关单位

强化责任落实，全力以赴做好

防汛抢险工作。

据初步统计，此次台风

造成全市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约 1.41 亿元。为此，市农业

农村局紧急行动起来，多次

召开会议研究抢险救灾和灾

后恢复生产工作，力争把损

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市委书记金政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严格落实一级响应工

作机制，全力以赴做好防汛

抢险工作”的要求以及《永康

市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抗

灾救灾）机制》等文件精神，

该局及时启动应对措施，积

极开展灾后重建。

举措一：该局组建了粮

油、蔬菜、特产、畜牧、农田建

设、水产养殖等8个技术指导

组，在局领导带队下，分赴各

镇（街、区）指导粮油、蔬菜、

水果、畜禽、水产等产业开展

防台减灾工作。

举措二：该局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水稻、蔬菜瓜果、

水产养殖和畜牧业灾后恢复

生产的技术指导意见，通过

农民信箱、微信公众号、各类

信息群发送《台风来袭，农业

防台救灾指导措施》以及水

果、蔬菜、晚稻等农业防台减

灾系列专题，宣传和发动种

养殖大户、农民合作社、广大

农民群众立即组织生产自

救，把台风灾害损失降到最

低。

举措三：该局落实物资

保障救灾需要，组织救灾种

子和防疫疫苗等救灾物资调

剂调运，指导做好补种改种、

畜禽补栏、鱼塘补苗等工作，

排摸种子储备情况，并及时

与省、市管理部门对接，做好

调运准备，用于抗灾补播。

举措四：该局及时开展

灾后疫病防控，密切关注灾

后动植物疫病发生，确保灾

后无大疫。在动物疫病方

面，加强养殖环境动物疫病

监测，及时无害化处理死亡

牲畜，加强肉类市场的防疫

检查，防止病死畜禽流入市

场，指导做好下一阶段防疫

工作，及时下发消毒水，指导

受淹畜禽舍及时排水、清污、

消毒，对灾后易暴发的动物

疫病进行免疫补针，防止灾

后疫情发生。在植物疫病方

面，加强对水稻、蔬菜及果树

病虫的监测，尤其是水稻上

的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

及时开展防治指导。

举措五：该局做好灾情

调查统计和保险理赔，组织

农业技术各专业站会同镇

（街、区）农办，及时全面收集

汇总农业受灾情况。同时做

好灾情核实工作，帮助农户

与保险公司对接，开展农业

政策性保险的理赔调查核实

工作。

小贴士T

风雨过后 勠力同心 灾后重建
截至目前，市农业农村

局通过农民信箱、钉钉、微信

群等发送服务、预警信息 13

万余条，实地走访农业生产

主体 145 家；已发放畜牧类

消毒液 1.2 吨，强制免疫家畜

7 万头；共帮助 10 个规模水

稻种植户进行保险报案理

赔，累计理赔面积 2695 亩，

理赔金额 85 万元，并落实 23

户葡萄种植户的理赔。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

将开展灾情分析大调研、抗灾

复产措施大宣传、受灾主体大

走访、农业（农事）生产环节大

帮扶以及帮扶政策大协调等

五大行动。该局工作人员将

继续深入一线，开展农作物、

畜牧业和渔业灾后技术指导，

保障农业抗灾物资供应，开展

农机具灾后技术指导、灾后农

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修复和

农房倒塌理赔等工作，协调做

好灾后低收入农户“两不愁三

保障”动态跟踪和保障，用实

际行动减少全市农业损失，践

行农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

一曲壮丽的抗洪救灾之歌。

□记者 章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