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总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破人类想象，不妨以有限的想
象力展望大数据在“三农”领域的应用：通过电视、手机等终
端，农民在家实时查看庄稼长势；分布在田间地头的传感器，汇
集温度、湿度和墒情等数据，预测产量；通过农产品市场信息系
统，供求信息自动对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每项收入录入网络，
超过贫困线自动销号，低于贫困线，自动预警；农民可以在线查
看各项补贴发放的过程……

体量大、类型全的大数据，经过“提纯”、应用，可以发现
新问题，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大数据也成为新型经济资源。
然而，现实中，大数据在农村却遭遇“数据困境”。一些涉农领域数
据缺失，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利用程度低。一些数据部门之间互相

“打架”。在西南某省，贫困区域连片分布，当地通过建档立卡摸清
贫困人数，实施精准扶贫。然而，扶贫部门统计的人数与统计、残
联、人社等部门人口数据出现了不一致。这其中固然有统计方
法、收集标准等影响因素，但如果各部门连贫困人数这一基础数
据都无法精确掌握，精准脱贫又如何实打实落地？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数据困境”，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农村
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当下城乡“数字鸿沟”依然较大，据有
关部门统计，2015年我国城市宽带用户净增1089.4万户，是农村
宽带用户净增数的5.5倍。农村地区的信息化设施覆盖率低，难
以搜集到全面而准确的数据。同时，涉农部门的行政边界隔离，
也加剧了这一状况。很大一部分的“三农”数据分散在不同政府
部门之间，行政边界成为数据自由流动的“高墙”，支离破碎的
数据难以成为准确决策的基础。

聚沙成塔，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需要实现有效整合。发
展农业农村大数据，要补齐短板，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宽带
普及，推进现有设施设备的升级，逐步完善大数据采集、储备等
网络设施。这不仅需要政府投入，更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通
过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支持企业实施农业农村大数据
公益性、增值性服务。

整合数据，更需要管理方式的转变。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管理
思维，实现数据的共享需要新平台和新机制。在平台建设上，建
立国家农业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实现农产品生产、库存、贸易、
疫病防控、政策信息等全覆盖。在机制建设上，明确各部门在开
放共享数据上的权利和义务，明晰数据公开边界，找准公开和保
密的平衡点。作为信息技术，大数据安全问题也要未雨绸缪，针
对病毒防范、漏洞管理、黑客入侵等问题，建立严密的风险防范
规范，保障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安全。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数据正和农业农村领域实现全方位的
深度融合，这也为农业生产方式比较粗放、资源环境负荷过重、
农民决策不理性等“老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从想象到现
实，农业农村大数据的蓝图正在逐渐展开，这将为农业现代化的
进程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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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赉县博艺柳编公司编织车间、农家
炕头上，柳条在姐妹们手里上下舞动，不起
眼的柳条，经过姐妹们的巧手，变成精美的
柳编工艺品，“巧姐”在多了一门手艺的同
时，又多了一条来钱道，企业每年安排季节
性工人300多人次，同时为13名残疾人提
供就业途径，教她们学技术，让她们自食其
力，让特困家庭有收入、有活干、有生活来
源。

正在农家炕头上忙着指导妇女编织技术
指导的赵敬霞是镇赉县博艺柳编工艺制品有
限公司的女主人，她用自己的巧手带动起更
多贫困姐妹走上幸福路。

赵敬霞平时生活紧张忙碌，既要做公司
的柳编技术指导，还要负责报关及外贸出口
等业务，很多事情需要她去协调调度，她将
产品创新研发作为第一要素，不断推陈出
新，经过潜心设计先后为长春农博会、东北
亚博览会、义乌国际博览会开发了纪念品，
得到组织机构的高度认可。功夫不负有心
人。柳编作为民间艺术产品，以绿色、环
保，实用性和观赏性强的独特优势，在每年
春秋两季广交会上，备受国外客商青睐，柳
编产品已远销到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
日本、荷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
富一方群众、兴一方经济的朝阳产业。

赵敬霞有计划联系农村贫困妇女进行柳
编专业技能培训，对贫困姐妹免费技术指
导，使更多的贫困姐妹经过她的培训、指导
后做起了柳编加工。通过赵敬霞的带动，让
更多姐妹加入到柳编这个行列。

作为首批“吉林巧姐”手工制作示范基
地，赵敬霞先后培训下岗妇女及农村贫困妇
女300多人次，教她们学技术的同时，免费
为她们提供原材料，回收产品，为广大妇女
找到一条不出家门就能增收途径。

镇赉县镇赉镇新立村贫困妇女贾敬霞供
学生上大学，家庭收入低，经济来源紧张，
赵敬霞了解情况后，给她免费提供原材料，

免费提供技术，回收产品，每天可以赚到
20至50元的工资。贾敬霞非常感动。

村民贾敬霞感动地说：“现在正在给外
商编织果篮和园林花篮，坐家就可以编织，
孩子上学挺困难的，赵敬霞给我提供了这个
生活来源，我刚学会半个月，一天就能编三
套篮，每天能挣 30-40 元，多时能挣
40-50元。”

为了更好地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企业管
理能力，赵敬霞参加了吉林省创业女性素质
提升班，通过系统学习，开阔了眼界视野，
现在，她已注册了自己微店，在这里进行企
业品牌、产品推广，发布销售信息，利用互
联网足不出户建立贸易关系。2014年 11
月，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
摄制组对其进行了全程拍摄，进一步扩大了
影响力。2014年8月，赵敬霞本人光荣当
选为吉林省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如今，赵敬霞采取“车间+炕头+困难
户”的编织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手工制
品，实现了妇女姐妹分散加工和企业规模生
产的有效对接，使特困家庭人员坐在家里就
能转移致富。

本报讯（记者张赫）近期的持续低温给畜牧业生产带来了诸多影响。
为作好防寒、防冻工作，确保畜牧业生产安全，广大养殖户采取多种手
段，加强饲养管理，避免因低温给畜牧业造成经济损失。

在洮北区东胜乡和平村大义肉羊养殖合作社，记者看到以往羊圈上一
层塑料膜变成了厚厚的两层，合作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么做主要是为
了让羊圈的密闭性更好，提高羊圈温度。

除此之外，养殖户还采取密养的方式提高温度，抵抗严寒。同样数量
的羊原本需要三个圈来养，现在只用一个，羊密集了，羊圈内温度也提高
了，达到了有效抗寒防冻的效果。

每年春节过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背起行囊，离开家
乡踏上外出务工的路程，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道独特
的风景。

这个春天，农民工将去向何方？新春伊始，新华社记
者分赴广东、陕西、重庆、贵州等地采访看到，一幅劳动
力转移的新版图正呼之欲出：新常态下，沿海地区劳动力
结构不断优化，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加速回流，传统劳务输
出地成为新的劳动力“蓄水池”。而日渐升温的“双创”，
也在不断搅动农民工就业的“一江春水”。

外出还是留乡？答案日趋明朗
南国春来早。这个春天，外来农民工数量众多的广东

省，最先传递出用工总量减少、劳动力结构优化的“蜕
变”信号。

广州市近期一项针对424家使用异地务工者100人以
上企业的调查显示，用工规模、招工数量、外出招工需求
呈“三降”态势，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正在下降。

减少用工，却是在为转型积蓄力量。作为制造业大市
东莞一家典型的小微企业，广东连盈家具有限公司往年最
高峰时用工数量为80人，用人成本高使企业一度濒临破
产。在启动自动化改造、“机器换人”后，用工数量减为
40人。“用工减少，公司发力新产品研发，产量却大幅上
涨，今年1月已接到超过500万元的订单。”公司董事长
张锡林说。

截至2015年底，东莞1200余家企业申报“机器换
人”项目，预计可减少用工7.1万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提
高65％，传统劳动力市场正加速重构，企业在逐步通过
装备自动化改造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沿海地区用工数量缩减，是否意味着“求职难”卷土
重来？事实上，农民工的选择已不再单一。伴随着东部地
区加快转型升级，中西部也在不断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新
的增长点。农民工回流，渐成气候。

2月18日，在陕西省劳务输出大县平利县的招聘会
上，148家企业提供岗位1.2万个，其中陕西企业超过6
成，是当地近来举行的大型招聘会中，本地企业占比最多
的一次。1500多位农民工当场达成意向，安康市一家纺
织企业一车就带回去50多人。“返乡就业意愿之强、比例
之高，远超往年。”陕西省劳务交流指导中心主任付鲲鹏
说。

从“孔雀东南飞”到“梧桐家乡栽”，这个春天，越
来越多的中西部农民工正在用脚投票。在陕西，务工流向
于2013年出现“拐点”，留守人数首次超过外出人数。此
后一路攀升，到2015年末，693万农民工中，在省内务
工的达404万，其中156万在本县找到工作。

沿海与内地“工价落差”逐渐弥合，是农民工加速返

乡的重要原因。在重庆市永川等用工大区，电子信息等用
工大户与沿海企业月薪差距，已从2009年时的1600元缩
小到600-800元，就近务工的吸引力增强。

家乡是好，留下做什么？
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落叶归根”的情感牵绊，还是

家乡经济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返乡、就近就业的
大潮正在改变务工的流动轨迹。对中西部而言，产业发
展、城镇化配套能否“承接得住”越来越多的返乡人口，
愈发成为影响务工走向的因素。

在有800万务工人口的劳务输出大市重庆，近年来电
子信息、机械制造、服务外包等产业的崛起，开始显现出
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效应。重庆市人社局农村劳务开发
处处长张德祥说，2012年重庆农民工市内就业人数首次
超过市外。目前市内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市外近100万
人，保持稳定回流态势。

与此同时，城镇化对就业的拉动，在中西部地区呈现
出不同以往的别样图景。

2011年起陕西启动的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
迄今已使愈百万群众挪出穷窝成为“新市民”，陕南三市
的城镇化率也因此提高4.78个百分点。人口搬进城镇只
是第一步，稳在城镇靠什么？产业！

贵州省黔西县“茶海之心”永安镇，“茶乡建筑服务
队”和“茶乡采茶服务队”品牌响亮，服务队成员都是当
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搬迁而来的新移民。

永隆社区汪家堡安置点是永安镇首期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130户移民陆续在这里安家。瞄准当地茶产业和小城
镇发展，社区把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成立了采茶服务
队、建筑工匠队，找到稳定的就业门路。村民刘开容承包
了8亩多茶园，成为移民新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依靠产业带动，群众搬迁后在当地务工，有效减少
贫困地区空壳化现象。同时，人口聚集、劳动力相对低廉
的优势，也为承接产业转移打下基础，进而与城镇化良性
互动。”陕西省委农工办主任郑梦熊分析说。

人留下来了，工作有了，但考题仍未完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前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

“五险一金”参保率均好于中西部地区。业内人士指出，
如果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接
续不提速，即便农民工回流家乡，保障体系“兜不住”，

也会导致就业“短工化”、流动性高倾向加重。

“双创”，高大上的项目农民工也能参与？
走在陕西武功县城，“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在家淘

宝”的标语随处可见。在有近70家农民自办企业入驻的
电商产业孵化园，几位老乡正填写快递单，近千箱各类特
产已经装箱，等待发往各地。

武功县电商办副主任陈其辉说，目前武功直接参与电
商生产、仓储、流通等环节的近万人，辐射带动2.5万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工。2015年，
全县电商日均发货量3万单，全年销售共计10.5亿元。

这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来的改变，也为返乡
农民工提供了更多可能。

谈起为啥要返乡创业，重庆涪陵区珍溪镇卷洞村村民
况由贵说得直白：“家乡的创业政策越来越好，外出打工
不划算！”返乡后，他看准了村里2000多亩闲置林地资
源，做起土鸡散养，目前存栏量1.1万只。

贵州黔西县甘棠镇大锡村村支书刘秀文说，近年来，
很多老乡回家过年都会来村委会转转，问得最多的是有什
么政策、有什么发展路子。村里也在积极谋划，从烤烟、
西瓜等种植业入手扩大产业规模，同时引进新兴产品如辣
椒、茶叶等种植，创造更多致富产业。

真的做“双创”，个人要努力，地方政府也不能闲
着。黔西县就业局副局长宋世平说，近3年以来，全县常
年在外务工人员近18万人，较之于2010年前减少约12
万人。为承接返乡创业，当地出台小额担保贷款、免费就
业再培训、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助等政策，从信息、金融
贷款、产业扶持等多方面给予创业帮助。

不过，对返乡创业者而言，资金匮乏、技术欠缺，依
旧是横亘在面前的拦路虎。不少返乡农民工坦言，农村
金融机构、产业类型都还不完善，政策支持和项目设
计并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还需要更多灵活多样的政策支
持。

“新产业、新业态和服务业等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
就业岗位。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过剩劳动
力顺利实现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就业。”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近日表示，随着“双创”继续深入推
进，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据《农民日报》）

草莓保护地栽培，冬春季常会遇到大风、暴雪、大雾
等恶劣性天气，尽管这些天气出现的频率很低，但是一旦
遇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草莓生产将遭受严重损失，现
将生产上的管理经验介绍如下：

大风天管理
大棚草莓如遇大风，棚膜会随风鼓起，上下摔打，如

不及时管理，棚膜就被吹破，使棚内草莓遭受冻害。
管理措施：把所有的通风口堵严，防止大风吹进棚内

危害草莓植株和破坏棚膜。勒紧压膜线，必要时放下一部
分草苫把棚膜压牢。如夜间遇刮大风，要把草苫压牢，最
好用编织袋装半袋土压在部分草苫上，以防风大把草苫刮
掉。

雪天管理
早春降雪，外界温度不是很低，可能边降雪边融化，

湿透草苫，这样既影响保温、草苫卷放也困难，又容
易压垮棚架。因此，应采取降雪前揭开草苫，雪停
后清除积雪再放下草苫的办法。出现暴雪天气，外
界气温太低不可揭开草苫，否则会冻坏棚内草莓。

管理措施：大雪压在草苫上，很容易把棚架压垮，必
须及时清除草苫上的积雪，还要把棚墙旁的雪清除，以防
雪融化通过泥土渗进棚内，不仅带走热量，而且损坏棚
墙。白天清扫棚膜上的雪，增强棚体透光性。为增温防冻
还可在棚内扣小拱棚，改善光照，白天要注意早揭草苫，
但要注意不能一次性全揭，以防雪后转晴光照过强，导致
草莓严重失水造成永久萎蔫。

雾天管理
春季经常出现阴雾天气，在这种天气下大棚的光照不

及晴天的1/5，空气相对湿度在95%以上，室内温度在
15℃以下。这样恶劣的天气不仅限制了草莓叶片光合作
用的进行，减少光合产物，推迟草莓成熟期，如在草莓花

期连续几天阴雾天气，还会大大降低草莓坐果率，产生畸
形果，导致产量下降，品质变劣。

管理措施：一是增加人工辅助光照。可用白炽灯作光
源，进行加热处理，每盏100瓦灯约照7.5平方米，每天
下午5时至晚上10时加热5～6小时，草莓可增产30%～
50%，畸形果减少50%。二是合理控温。安装临时加热
设备，加热一般在夜间进行，并在正午前后进行短时间通
风，控制棚内白天温度在20℃左右，夜间温度在10℃以
上。三是辅助授粉。在草莓花期，放养蜜蜂辅助授粉，通
过蜜蜂授粉，可提高坐果率50%～70%，显著提高草莓
产量和品质，提高经济效益。

（阿农）

近年来，免疫鸡群或非免疫鸡群发生法氏囊病现象，且鸡群继发或并
发球虫、大肠杆菌等病，使鸡的死亡率大大提高。

一是免疫程序混乱，有的鸡群7日龄就用法氏囊疫苗首免（一般14
日龄用），有的18日龄首免，有的14日龄首免后因各种原因就没再加强
免疫；二是禽舍消毒不严，病毒长期存在，形成多批鸡相继发病；三是不
同日龄的鸡只混养，导致该病流行，多次发生；四是疫苗不是由主渠道供
应，而是由饲料、兽药经营厂家销货“捎代”，疫苗质量不能保证；五是
疫苗使用过程不规范，没起到防疫效果等。

防治措施一是实行“全进全出制”，不同日龄的鸡不能混养。二是加
强饲养管理，定期严格防疫消毒。三是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有条件的鸡
场可用琼脂扩散法检测1日龄鸡母源抗体阳性率来确定首免日龄，最好使
用活苗和油苗共用的方法进行免疫。四是用抗生素和肾肿灵配合饮水，以
消除肾肿症状及预防继发感染，同时最好用一些调节机体免疫机能的药
物，如黄芪多糖、白细胞介素等恢复免疫功能。 （三农）

临床症状
弯曲菌主要感染3-8月龄猪。根据病变特征区分为局部回肠炎、增

生性出血性肠炎、坏死性回肠炎和肠腺瘤病四种类型。病猪临床上一般表
现为精神委顿、腹泻、食欲减退、消瘦贫血，体重减轻。

牛冬痢是由于空肠弯曲菌引起的秋冬季节腹泻，患牛体温稍微升高，
排水样稀粪，棕色（带有血液），恶臭。发病严重的病牛，食欲不振，精
神委顿，毛乱，拱背，无法站立等，通常病程为2-3天。若能及时发
现，及时诊疗，很少死亡。母牛感染该病菌时，常导致暂时性的不孕和流
产。病牛阴道黏膜发红，排出较多黏液，呈卡他性子宫内膜炎和输卵管
炎，发情周期不规则，受胎率很低。流产多发生在妊娠第5-7个月，流
产率为5%-10%。感染该病原而致病的公牛通常不表现临床症状，精液
外观正常，但含有病原，有时可见包皮黏膜潮红。

感染该病的妊娠母羊通常于4-5个月发生流产，产死胎、弱羔或死
羔，流产率较高，可达20%-50%。流产后的母羊体况恢复迅速，在下一
个繁殖季节可正常发情、配种和受孕。仅个别母羊因腹膜炎或子宫内膜炎
而死亡，病死率为5%左右。

禽弯曲菌病，又称弧菌性肝炎。病雏表现精神倦怠，沉郁，腹泻，粪
便呈黄褐色，浆糊样软便，继而呈水样。青年禽常呈亚急性或慢性，死亡
率偏高。产蛋禽呈慢性经过，因肝脏严重受损，常消化不良，产蛋下降或
停止，最后因营养不良而消瘦死亡。

预防措施
饮用清洁水，不饲喂被污染的饲料。引进种畜要严格检疫，淘汰带菌

动物。加强饲养管理，严格执行兽医卫生措施，定期进行消毒。有条件地
区可选用多价菌苗进行预防接种，于配种前注射2次；青年家畜第一次在
配种前4个月，第二次在配种前10天注射，可获得较强的免疫力。发病
时，要隔离病畜进行治疗，淘汰种公畜，暂停配种3个月。已确认为受污
染的场地，可用3%烧碱溶液进行消毒。

治疗方法
一般严重者可进行对症治疗，可采取补液和注射抗生素的方式进行治

疗。常用的药物有四环素、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红霉素、黄连素
等。 （据《中国畜牧兽医报》）

“巧姐”编织幸福路
——镇赉县博艺柳编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赵敬霞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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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养殖户采取有效措施抗寒保暖

春季谨防鸡法氏囊病

农民工务工动向新观察

大棚草莓应对异常天气有方法
畜禽弯曲菌病的症状与预防

N 大地絮语

N 种植园地

2月23日，山东省邹城市看庄镇前圪村村民黄兰珍（右前）在为马铃薯垄覆膜。
早春时节，山东省邹城市农民伴随气温回升采取双膜、单膜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开展马铃薯播种工作。

新华社发王齐胜摄

2月24日，工人在位于安徽省的中联重科芜湖工业园加班生产拖拉
机。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各地春耕备播和田间管理进入关键时期，农机生
产企业也加班加点满足来自各地的需求。

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