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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赣鄱大地生机盎然，满目皆景，全省各地也

拉开了春耕生产的序幕。在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宽敞的厂房里，秧盘播种设

备快速运转，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在全自动育秧流

水线上，一个个育秧盘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营养基质土，

浇上水后，机器把已浸种消毒的稻种播入，再用基质土

覆盖。随后，工作人员用叉车将装着种子的育秧盘，移

至育秧密室催芽，通过智能设备恒温恒湿自动控制，48
小时内就能出芽。

该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机械化生产场景，只是余

江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

以全程机械化生产作业为引领，通过建设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等方式，使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得到较大

提高，并成功入选全国第六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截至目前，该区水

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3.25%，并有 24 个农业合作

社具备水稻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

农事服务一站式

建设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余江作为我省水稻高产示范县（市、区），水

稻种植总面积 68.99 万亩。2021 年以来，该区按照因地

制宜、分步实施的思路，通过整合供销、农粮、农机等部

门资源，启动创建了集农资统一供应、农机全程作业、

粮食规模种植、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为周边农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计划到

2025 年，在全区范围内打造 50 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确保“建成一处、覆盖一域、服务一片、带动一方”。

截至目前，该区已建成 7 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锦

江镇惠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自华表示，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智

能化。目前该镇水稻从育秧、翻耕、播种到施肥、病虫

防治、收割，全程实现了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投

入和生产成本。

同时，为规范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该区

按农机具数量、服务面积、基础设施等标准，将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分为五星、四星、三星。采取先建后补的方

式，分别对不同星级的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一次性补贴

35 万元、25 万元、15 万元。“要评上三星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其水稻种植、机收等年作业面积不能少于 2000
亩，并配备与全程机械化服务相匹配的高性能农具不

少于 20 台（套）。”该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彭

书青说。建设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可以有效促进水稻

种植机械化率每年递增 5 至 8 个百分点，从而进一步带

动粮食生产，稳住“米袋子”。

智慧农机耕沃土

在江西良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

器轰鸣，自动化喷漆生产线有序将加工好的配件进行

油漆喷涂，工人们正在对已生产好的机器进行整理加

固、组装，等待装车。“这一台台旋耕机是春耕的好帮

手，虽然受疫情影响，人手不够，但为了不影响今年的

春耕，生产一刻也不停。”该公司总经理邱文良说，今年

第一季度旋耕机的销售情况良好，同比有较大幅度提

升，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农机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

特别是对大型农机追加了补贴，更是提升了当地老百

姓开展机械化作业的积极性。

近年来，余江区先后投入 2 亿元，打造了我省第一

个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园——鹰潭市余江区智能农机装

备产业园。目前，该园区内有江西良田农业机械有限

公司、江西大隆重型工业有限公司、江西中联智能农机

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行业内知名度较高的农机装备企

业。通过打造农机装备产业园，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该

区农机装备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业生产从传统生产

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同时，该区通过奖补机制，助力农机装备普及。彭

书青表示，农户选购余江智能农机产业园生产的奖补

机具，企业将给予农户一定的让利补贴。让利补贴资

金来自当地政府给予的定额补助资金，补助标准为该

产品国补标准的三分之二。2021 年度该区共补贴各类

机具 215 台（套），补贴资金达 707.46 万元，其中购机补

贴资金 658.99 万元，受益农户 171 户。

护航“米袋子”
——余江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纪实

周 桐

“今年因疫情原因，不能返乡投入春耕生

产，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4 月 9 日，得知家里的几亩水田已经顺利完成

机播，远在福建厦门务工的新干县城上乡大

坑村村民李清根连连称赞。正值春耕生产时

节，在新干县，一支支由党员干部、种粮大户、

志愿者等组成的春耕托管服务队，正在帮助

像李清根一样家中无劳动力、在外务工无法

返乡的群众托管耕地。

清明节过后，新干县麦 镇阳团村村民

姚桃芳犯起了愁：儿子儿媳因疫情不能返乡，

家里 10 亩水田分散在4个地块，他一个人根本忙

不过来。正当姚桃芳一筹莫展时，村里的种粮大

户姚海林主动找上门来，为他提供春耕托管服

务。不到一个小时，他家10 亩水田就完成了翻

耕，比平时请机械作业节省了 900 多元钱。

麦 镇有近 1 万人在外务工，有耕地 3.89
万亩。今年省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春耕

生产成了一大难题。针对这种情况，该镇实

施“群众点单、党组织派单、党员种粮大户接

单、群众评单”一站式服务，助力春耕生产。

“截至 4 月 9 日，麦 镇共有 110 户党员种

粮大户接到 816 户在外群众点的单，春耕托管

作业已完成 3000 多亩，为农民节省春耕费用

270多万元。”麦 镇党委书记孙雪峰说。

潭丘乡璜陂村村民宋林庚在杭州做油漆工，

家里 36亩耕地，靠妻子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耕

种。得知情况后，村党支部书记宋四平提议由村

里种粮大户宋春生帮助他们完成耕种。

“这样全程机械化作业，收费是不是很高？”宋林庚有些顾虑。

“传统的人工播种、插秧、除虫、收割等工序费时费力，农药化肥

成本也很高，如果让有机械设备的种粮大户托管，只收成本费，就可

完成全部作业。”宋四平说。

宋林庚心里有底了。从 4 月 3 日开始，宋四平每天都要到田间地

头与远在杭州的宋林庚视频通话，让宋林庚实时了解他的耕地春耕生

产情况。宋林庚高兴地说：“我终于可以安心在外地务工了。”

据了解，新干县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人员有 6 万多人，今年春耕备

耕期间，该县多家农业合作社或农业服务公司甘当“田保姆”，为农民

量身定做“种粮套餐”，提供从种子、农药、化肥、农机、烘干和销售一

条龙的托管服务，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避免了农田撂荒，还

为自己增加了收入。截至目前，新干县已托管大田 8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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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新余市渝水区姚圩镇新宋村现代化农业示范园的大棚里，工人们正在摆放刚出芽

的秧盘。近年来，渝水区依托“工厂化育秧+商品化供秧+市场化服务”的农业生产模式，给予农户

种粮“鼓励”和兜底“保障”，让种粮大户没有后顾之忧。 张翰林摄

上饶办企业送“开门礼”
本报上饶讯 （记者余燕）“不但注册时间比之前更短，还

提供免费刻制公章服务，这项政策太贴心了！”4 月 1 日，在上

饶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准入专区综合受理窗口，前来注册登

记开办企业的市民宁先生，拿到 5 枚企业印章后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开办效率，3 月 31 日，

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上饶市公安局联合发出通告，明确

自 4 月 1 日起，在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新登记

注册的企业及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分支

机构，均可在企业成立时享受免费刻制首套印章服务。企业

主现场取得营业执照后，只需在综合受理窗口填写一份“新开

办企业首次刻制印章免费申请登记表”，就可以拿到免费刻制

的企业行政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等印

章。除现场领取外，企业主还可以选择通过 EMS 免费邮寄送

达。通过“一网通办”平台申请开办的企业，可在流程中勾选入

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公章刻制服务企业”进行线上申请。

据上饶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套印章免

费刻”是市政府为新开办企业送上的一份“开门礼”，体现了政

府对企业的关心与支持，让创业者切实享受到了上饶市营商

环境优化的改革红利。

渝水区签约126亿元项目
本报新余讯 （江拓华）4 月 8 日，在新余市渝水区政府视

频会议室，区政府主要领导与 20 多名企业家通过视频连线，

“云”上会谈，“云”上签约，现场签约项目 20 个，总金额达 126
亿元，为渝水区二季度强势开跑注入强劲动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区组建 6 支招商小分队会见客商

190 余人次，推动意向项目洽谈。此次签约的项目包含电子

元器件制造及加工、钢铁深加工、京东云仓及供应链金融平

台搭建等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行业带动力强的重大项

目。接下来，该区将持续做好与各项目衔接工作，争取项目

早日落地见效。

瑞昌复工复产加速
本报瑞昌讯 （张春草 记者周亚婧）4 月 6 日，位于瑞昌市

的江西力高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运转有序，工人正

忙着点焊、组装电子元件。目前，该企业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同

时，生产线全面复工，订单已排到年底，预计年产值达 1 亿元。

4 月 2 日，瑞昌市出台《瑞昌市全力抗疫情助市场主体纾

困发展三十条政策措施》，在复工、财政、税收、金融、就业、物

流、商贸、政务支持等八个方面，为广大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输血补气”。

“公司能快速恢复生产，得益于码头工业城工作人员的积

极沟通与协调。”疫情发生后，因道路受阻，江西理文造纸公司

遭遇原材料无法进入、产品无法外运等难题，生产线面临停

工。了解到这一情况，瑞昌市码头工业城工作人员多次深入企

业调研，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为运货车辆办理临时通行证，为

司乘人员办理相应的健康码等，帮助企业打通物流渠道。

该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积极为企业

解决交通物流、融资需求、用工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稳

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目前，全市 41 处建筑工地已复工 34
处，261 家规上企业已全面复产。

本报铜鼓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柒巧）

近日，铜鼓县政府与上海交典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签约，合作开发林业碳汇资源项目，这

意味着，该县丰富的森林资源即将转化为良

好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

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

中，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

程、活动或机制，由此形成碳减排的指标。

碳汇交易则是一些地区通过减少排放或者

吸收二氧化碳，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转卖给

有需要的地区或企业，以抵消他们的减排任

务，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卖空气”。

铜鼓县森林资源丰富，全县林地面积

200 多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88.04%，为全省第

一。早在 2016 年，铜鼓县就开展了全县符合

开发条件的林地调查，并形成基础数据库。

按照当前市场已实施的碳汇项目测算，铜鼓

县所有商品林产生的碳汇价值约为每年4000
万元。

上海交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期致力

于碳汇交易市场，此次签约后，将充分发挥

公司优势，帮助铜鼓县做好碳资产管理和开

发，进一步发挥林业碳汇在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中的重要作用，为铜鼓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铜鼓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农

民种树主要是为了卖木材，而现在这些树可以通过

碳汇交易来增加收入，产生额外的经济价值，这将是

铜鼓县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森林生态价值补偿的一种

有效途径。

春来农事忙

4 月 7 日，宜春市宇泽（江西）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员工在赶

制出口新加坡等国的太阳能硅片。该公司一季度营业额达 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5%。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4 月 8 日，永丰县沙溪镇沙溪村，和兴农机合作社社员在用插秧机栽插早稻秧苗。近年来，永丰县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板，积极推进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

特约通讯员 刘浩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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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安义讯 （康春华 通讯员李戌宇）4 月 8
日，安义县黄洲镇牛福村广袤的田野上，十几台

大型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足马力忙春耕。

入春以来，黄洲镇春耕备耕工作立足“早”字，早

动手、早安排，依托种粮大户完成了 2300 亩秧苗

培育，计划本月中旬进行秧苗移栽。全镇计划

生产面积达 12000 余亩，其中建设有 12 个早稻

生产示范片区，总面积达到 4463 亩。

据了解，为保证早稻生产进度，安义县将 11
万亩早稻计划面积细化到各乡镇，全县各地迅

速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各水稻专业种植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成为今年春耕生产的

主力军。该县尽力在政策和项目上予以倾斜，

切实调动种粮大户的早稻生产积极性。

“我县早稻拟育秧栽插面积 2.5 万亩，早稻

直播面积约为 8.5 万亩。”安义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张党印介绍说，目前，全县在做好防疫工作

的情况下，积极做好春耕物资的供应调度工作，

保障春耕生产农资储备充足，满足春耕生产所

需。力争 4 月 10 日左右完成直播任务，确保有

充裕的时间安排晚稻的种植，实现稻谷双季化

生产，保障农民丰收。

安义奏响11万亩早稻“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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