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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春耕备耕保障工作的建议 

李志生  朱新蓉 

核心观点：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和供

应基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

工作、推进全省农业稳产保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正是春耕备

耕关键时期，由于疫情的影响，湖北省春耕备耕工作在资金保障、

产能储备、物流交通、防疫物资等方面均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做

好春耕备耕工作，湖北省要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引导农资企业有序

复产、实行农资统一采购和送货上门服务、加强农村防疫物资供应、

引导农民有序下田、完善农机维修服务、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等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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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作为农业大省，是我国粮食生产和供应的重要基

地。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对于稳定全年的粮食生产和

农业发展至关重要。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带来的疫情肆虐

全国，其中又以湖北为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力领导下，

目前疫情的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疫情极大地影

响了春耕备耕工作的进行，如何在有效地防治新冠肺炎疫情

的基础上，做到不延误农时，有序展开各项春耕备耕工作，

是当前湖北省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农业生产和春耕的重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和进口国，粮食生产对

于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仓，素有“湖广熟，天下

足”的说法。2018 年，湖北省农林牧渔总产值为 6207.83 亿

元，占全国比例为 5.5%；其中农业总产值 3303.76 亿元，占

全国比例为 5.4%；粮食产量为 2839.47 万吨，占全国比例为

4.3%。保障湖北省农业生产以及粮食产量对于稳定全国的粮

食总产量具有重要作用。 

湖北省 2018 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 484.7 万公顷，以稻

谷和小麦为主，种植面积分别为 239.1 万公顷和 110.5 万公

顷；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 310.6 万公顷，以油菜籽和花生为

主。湖北省也是养殖大省，2018 年猪牛羊出栏头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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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1.06 万头，肉类总产量为 430.95 万吨。此外，湖北省还

是水产养殖大省，小龙虾、河蟹、鳜鱼和黄鳝等是湖北省的

特色水产品种。 

不管是粮食生产还是畜禽、水产养殖，每年 2-3 月份是

最重要的时间窗口，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对于农业生产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 

二、疫情期间春耕备耕工作的现实困难 

立春之后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极大地影响了相关工作的顺利展开，当前春耕备耕工

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现实困难： 

第一，春耕备耕资金储备不足。春节期间由于疫情的肆

虐，导致部分农产品滞销，农户资金回拢困难，农户资金短

缺直接影响了春耕备耕资金的储备。湖北省荆州市春节后大

量农产品外销困难、滞销突出，同时由于大批活禽市场的关

闭，导致湖北一些养殖户只能通过活埋鸡苗的办法避免更为

惨重的损失。 

第二，相关农资企业产能储备不足。由于疫情期间停工

带来的影响，春耕所需的化肥、农药等企业均不能够正常进

行生产，导致春耕农资供应不足。湖北省是我国化肥生产大

省，化肥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8 年全年化肥产量

达到 637.69 万吨，使用量为 295.82 万吨。因为疫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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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化肥企业的停产，不仅会对湖北省的春耕备耕工作造成

影响，还会影响到全国其他地区春耕化肥的供应。此外，2018

年湖北省全年的农药产量为 16.77 万吨，使用量为 10.33 万

吨，农药供应不足，也会对春耕期间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带来

不利影响。 

第三，物流交通不畅。疫情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均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目前湖北省所有地市州均处于“封

城”的状态。交通管制使得农民无法正常购买种子、化肥、

农药等必需的农资，极大影响了生产和种植计划。湖北省农

村地区基本以村为单位进行了封闭管理，使得正常农事活动

无法进行，可能导致延误农时、错过春耕备耕的最佳时期。

此外，物流不畅还直接导致养殖基地饲料无法运入、养殖的

动物幼苗无法卖出以及获批屠宰和运输手续办理困难，对养

殖农户和企业造成了极大损失。 

第四，防疫物资匮乏。目前，全省防疫物资主要向武汉

市和其他地市州主城区倾斜，郊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口罩和

消毒水等基本防疫物资较为匮乏，农民开展春耕备耕工作缺

乏必要的保障。 

第五，畜禽养殖业损失惨重。本次疫情对畜禽养殖业带

来的冲击极大，畜禽市场关闭导致消费量大幅下滑，交通管

制和运输不畅导致养殖场无法正常进种，饲料厂停工停产、

运输受阻也极大地影响了养殖场的正常运作，畜禽养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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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骤升。 

三、疫情防控期间春耕备耕工作的建议 

1.加大信贷投放和金融支持，保障资金需要。2 月 15 日

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

知》，指出要加大对春耕春种的金融支持。特殊时期，湖北

省要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鼓励银行机构建立农产品应急

生产资金需求的快速响应机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满足

农户和相关企业的资金需求，提高贷款发放效率。各级部门

可通过合适的方式对农户进行培训指导，普及贷款相关金融

知识。对因疫情被迫停工的相关企业，鼓励银行机构对其贷

款自动延期，银保监局不作不良贷款处理。银行机构可以和

相关农资企业共同分担在停产期间由存量贷款带来的利息，

由企业和银行各承担一半的利息。对于畜禽养殖农户和企

业，政府应支持保险机构拓展农业保险品种，扩大农业保险

的覆盖面，稳定养殖户的生产经营预期。 

2.引导农资企业有序复产，确保春耕农资储备充足。湖

北省应该鼓励省内化肥、农药等相关农资企业有序展开复

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恢复产能，确保春耕农资

储备充足。同时，有关部门可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调查农

民生产种植意向，对生产储备物资进行摸底，确保春耕农资

储备有保障，储备不足的，应当及时进行补充，确保不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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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时。 

3.农资上门服务，进行统一采购和送货上门。湖北省可

以以村或者大队为单位，对春耕备耕所需的种子、化肥、农

药和饲料等物资进行统一采购，并统一送货上门，避免不必

要的人员接触。同时，鼓励开辟春耕物资物流专用通道，确

保春耕农资能够及时送到农户手中。 

4.加强农村防疫物资供应。针对农村地区防疫物资匮乏

的现状，湖北省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口罩和消毒水等基本防

疫物资的供应，做好农村防疫消毒工作，确保下地劳作的农

民均能够佩戴口罩，防止出现交叉感染。 

5.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引导农民有序下田。利用网络平

台开设春耕“微课堂”，通过托管服务等形式，引导合作社

和农民有序下田、分时下地、分散劳作，尽可能避免农民集

中下田，防止人员交叉感染，做到疫情春耕两手抓、两不误。 

6.完善农机维修服务，确保农机正常下田。要充分利用

农业机械化来减少人员聚集和人工劳作，切断疫情传染的路

径。疫情期间，要确保农机维修服务到位，以乡镇为单位建

立农机维修队，对进行上门服务的农机维修队发放通行卡，

确保疫情期间春耕的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械植保面积最

大化。 

7.出台相关补贴政策，拓展农产品分销渠道，解决农户

和农业企业现实困难。湖北省可考虑对畜禽养殖业的农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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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和补贴，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减免，鼓

励银行机构对其贷款实行一定程度的优惠，缓解其经济困

难。同时，针对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可充分利用线上分销渠

道帮农户拓展产品销售路径，尽快对滞销产品完成销售，降

低农户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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