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的通知

渝肺炎组办发〔2020〕82 号

各区县(自治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已经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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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李克

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工作，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不失时

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特制定本指南。

一、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春耕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国、全市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风险挑战。越是困难时刻，越是紧要关头，“三农”作

为“压舱石”“战略后院”的地位和作用越会更加凸显和强

化。农业稳，则天下安。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意义重大。大春粮食占全年粮食总产量 80%以上，关乎全年

粮食安全，对于实现全年粮食稳定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前春耕大忙时节已至，只有聚力打好春季农业生产这关键

一仗，才能牢牢把握全年农业发展主动权。各区县(自治县，

以下简称区县)、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担当，增强行动自觉，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

当前春耕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

把春耕生产各项工作任务细化实化，确保落地见效。



二、千方百计稳定大春作物种植面积

(一)压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

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贡献，是各级党委、政府

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各区县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

责任制，抓紧将任务分解落实到乡镇，务必确保今年粮食种

植面积和产量稳定在 2019 年的水平。要从严从实抓好粮食

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对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指标要从

严考核。产粮大县要努力发挥生产优势，多生产粮食。主城

各区也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粮食安全的责

任。

(二)稳定粮食生产扶持政策。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及时兑

付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用好产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产油大县资金要全部用于油料产业发展。继续实施

水稻、玉米、马铃薯、油菜自然灾害险和水稻种植收益险，

稳定农民基本收益，切实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

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给农民吃上“定心丸”。

(三)大春作物要满栽满插。要广泛宣传发动，精心组织实

施，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有序组织农户生产作业，

加大撂荒地盘活和耕地复种利用，积极推进社会化服务到村

到户，确保大春粮食作物满栽满插，面积稳定在 2420 万亩。

着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结构，调减低效粮食种植面积，大力



发展优质稻，因地制宜发展鲜食玉米、青贮玉米，以及鲜食

和加工型薯类、荞麦、杂粮、杂豆等特色作物，增加绿色优

质特色粮油产品供给。在确保粮食面积的前提下，要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加大蔬菜特别是今年 4、5 月上市的速生蔬菜

基地建设，确保“春淡不淡”。

三、分级分类加快恢复春耕生产秩序

(四)细化落实农村疫情防控方案。认真落实分区分级分类

精准防控策略，落实分类细化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学指

导的要求，决不能因春耕生产导致疫情传播。要从农村实际

出发，以区县为单位，抓紧制定差异化防控措施，划小管控

单元，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纠正偏颇和极端做法，切忌搞

“一刀切”。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堵点，

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春耕生产的影响，把工作落细、落实、

落地。

(五)全面恢复低风险地区生产秩序。低风险区县要实施

“外防输入”防控策略，尽快全面恢复农业生产秩序。保障

城乡交通运输正常运转，不得封路封村，确保农民正常下田、

农机顺利上路、农资顺畅流通。抓紧动员农民下田，开展施

肥打药、耕田整地、播种育苗、除草修剪等农事活动，推动

春耕生产全面展开。



(六)有序恢复中风险地区生产秩序。中风险区县要实施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防控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春耕生产

秩序。在采取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时，保证农资、农产品正常

流通，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合理安排春耕生产，组织农民错

时下田、错峰作业，做到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统筹推进。

(七)稳妥恢复高风险地区农业生产。高风险区县要在继续

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

春耕生产。田间野外作业、人员密度低的地区，因地制宜组

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作业空间密闭、人员较为密集的地区，

组织农民错时错峰下田，避免人员聚集。疫情最重的万州区，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做好防控前提下组织农民开展春耕生

产。

四、全力抓好春管春耕

(八)做好小春在土作物田间管理。当前油菜、小麦、蚕豌

豆均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马铃薯多数处于出苗期，受

暖冬影响生育进程普遍较常年偏快 2—10 天。春管进入高峰

期，要加强田间肥水管理，实行分级分类看苗施策，及时清

沟排渍、促弱控旺，落实小春作物以病虫害绿色防控、统防

统治和测土配方施肥为中心的综合增产技术，提高肥料、农

药利用率，减少化肥农药用量。



(九)浅丘平坝区域及时做好育秧育苗。要指导农民选择高

产优质抗病品种，及早备足种子。适时浸种整田，抢晴播种

育秧，大力推广工厂化育秧、集中育秧。加强秧田管理，科

学调控肥水，培育壮秧。加快栽插进度，扩大机插秧面积，

确保种在适播期。渝西海拔 400 米以下地区的水稻、玉米等

大春粮食作物要在今年 3 月上中旬前育秧育苗。渝西其他地

区和渝东北沿江河谷浅丘平坝区中稻、玉米、甘薯要在 3 月

中旬前播种育秧育苗，根据气象预报加强苗床管理，确保苗

足苗壮。

(十)中高海拔区域做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渝东北、渝东

南海拔 400 米以上的中高山地区，要科学确定主推品种，积

极发展“贡米”，大力发展优质水稻和特色粮油作物。指导

农民及时准备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物资，3 月中下旬

开始播种育秧育苗，适时开展整地、覆膜，加强土壤墒情监

测，检修调试机械，组织农机抢早整地整田。

五、全力抓好春耕生产农资供应配送

(十一)着力推进农资生产流通企业复工复产。各区县要全

面摸清行政区域内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关系春耕生产

的农资生产流通企业复产复工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面临困难

和问题。组织指导农资生产流通企业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员

工个人防护，尽快复工复产，提高开工负荷，切实增加市场



供应。要落实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

加大对重点农资生产流通企业定点跟踪服务，落实各项优惠

政策。对因缺乏劳动力影响正常复工复产的，及时采取用工

替代等措施，加强地区间劳务供需对接。

(十二)加快推进农资进村入户。各区县要再次开展春耕物

资供需大排查，逐村逐户了解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春

耕生产物资准备情况。调度农资供需情况，建立乡村应急配

送机制，保障及时配送，有序恢复乡村农资门店营业。突出

解决农资运销“最后一公里”受阻问题，建立农资“点对点”

保供以及化肥生产原辅料和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禁止违法设

卡拦截、断路封路等行为，畅通农资运输。

(十三)切实加强农资市场监管。要紧盯农资经营集散地、

春耕春管重点地区，加大种子、化肥、农药等市场监督抽检

力度。各级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扎

实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制售伪劣农资及哄

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对高毒、高残留农业投入品的

禁用、限用和淘汰进程，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防止重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

六、全力抓好科学防灾减灾

(十四)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完成去年下达的 15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提前谋划实施今年 165 万亩建设



任务。集中连片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重点打造 10 个万亩

级“宜机化+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生产示范基地。加

快推进水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扎实做好 15 座水库开

工、48 座水库续建工作。着力解决砂石原料、机械、人员等

运输难、进场难问题，推动春季农田水利工程和高标准农田

尽快复工建设，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完善工程建设验收

监督检查机制，提升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十五)着力强化防灾减灾。牢固树立“减灾就是增产”理

念，增强抗灾夺丰收思想认识，提早做好抗灾救灾资金、物

资和技术准备。制定有效应对灾害的防范措施，全力推进科

学防灾，重点防“倒春寒”、防春旱。农业农村、气象等部

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密切关注春季重大天气变化，及早发布

预警信息。及时开展灾后农业保险理赔，最大限度减少灾害

损失，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信心。

(十六)着力防控重大病虫害。当前要加强小麦条锈病、赤

霉病、蚕豆赤斑病、油菜菌核病、马铃薯晚疫病监测预警和

综合防控，下一步要及时开展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

瘟病、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迁飞性流行性病虫害监测预警。广

泛动员，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群防群治。修编《农业有害

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健全完善全市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

响应机制。有效发挥我市对于全国重大病虫“南北通道”阻

截作用，为保障全国粮食生产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七、全力抓好技术指导服务

(十七)深入开展“春耕服务 100 天”行动。组织全市农业

技术人员开展以宣传落实政策、技术指导培训、协调解决问

题为主要内容的“春耕服务 100 天”行动。及时了解和解决

群众物资和技术需求，组织专家制定发布油菜、水稻、玉米、

马铃薯等作物技术指导意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广播、

电视、网络、电话、微信等形式推广技术，适时开展在线培

训、在线指导、在线答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组织

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必要的田间指导。对受灾农户，要引

导及时改种、补种，推广新型直播、少免耕直播等技术，确

保大春作物稳产。

(十八)切实做好规模主体帮扶。支持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特

别是设施农业生产主体，积极组织返乡农民工和闲置劳动力

等解决生产用工难题。抓好返乡农民工务工就业工作，有序

组织返岗复工，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顺

势而为推动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大力宣传乡村振兴规划和

“三农”支持政策，努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帮助粮食

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搞好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续签等。在组织

农民工返岗复工和指导春耕生产中，要把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作为工作重点，优先安排贫困人口务工就业。



(十九)开展农机作业服务。制定农机作业预案，合理有序

调动机具，保障农机作业畅通。组织动员农机服务主体和农

机企业，做好机具准备和检修、农业机械和维修配件的供应，

确保农机具能够完好及时投入生产。加快准备机械化插秧的

育秧物资，抢晴播种育秧，加强秧田管理，培育状秧。全力

做好机耕机插，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春播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