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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正是农民抢抓农时开
展秋种的时候。疫情当前，成都市双
流区如何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
好秋耕秋种助农增收？

黄龙溪镇
蔬菜种子必须种下去

“现在正是种秧苗的时候，所有的
芹菜、莲花白等蔬菜全部都要播种下
去，为下一季种植的蔬菜做好准备。”
在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古佛社区崔
家湾小区，农户们在各自的田间地头
忙碌着，松土、撒籽、浇水、抜苗。之前
种下的芹菜苗有的已经破土而出，绿
油油的一片，看着十分惹人爱。

“之前天气太热，我们是从上个星
期开始播种的，相较于往年，晚了一周
左右。”古佛社区8组村民李慧群一边
在田地里忙碌着，一边给记者介绍，

“地里播种的基本都是芹菜，这也是我
们种得最多的蔬菜。此外还种了一小
部分莲花白、红油菜、青菜、莴笋等。”

从清晨6点开始，李慧群和村民们
便要在田地里劳作，将已经出苗的芹
菜拔出来移栽定植，中午短暂休息后，
又要接着侍弄这些幼苗。如果天气凉
爽，则整天在田地里劳作。虽然辛苦，
但种植蔬菜带来的收益让农户们累并
快乐着。“芹菜亩产量大概是七八千
斤，每亩收入能达到2万元左右，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李慧
群说。

每年秋收过后，崔家湾小区的农户
们便开始种植芹菜、莲花白、花菜、萝卜
等蔬菜，种植面积达300余亩。凭借优
良的土质，崔家湾小区成为双流重要的
芹菜产地。据古佛社区8组社长晏朝军
介绍，当地种植的芹菜主要销往成都各
大批发市场，都是专门做菜生意的批发
商来收购，完全不愁销路。

“目前正值秋种季节，蔬菜种子必
须种下去。因此，我们社区的农业生
产基本都开始了。”古佛社区妇联主席
李海英说，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劳作，社
区在每个小区都设置了卡点，坚决织
密疫情防控网络，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有序进行。

黄水镇
机械化作业让粮食颗粒归仓

眼下，双流区黄水镇桃荚社区的
2000多亩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放眼
望去，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起伏，稻秆
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

成都勇洪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刘长洪正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一行行水稻被切割卷入脱粒
仓，“吃”进金黄色稻穗，“吐”出粉碎的
稻秆，农户再将收割完的水稻运回家。

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 10 分钟
内，收割机就载着脱粒的粮食来回跑
了两趟。

刘长洪说：“我们最新购买的两台

收割机正在田间抢收。之前使用的收
割机是从外地租的，既要担心因疫情
防控收割机无法过来等问题，同时使
用成本又比较高，现在自己购买了收
割机，闲暇还能帮周围的农户收割水
稻，一举多得。”

“1小时能收稻谷4-5亩，正常工
作的话，一台收割机每天能收稻谷50
亩以上，效率是纯人力收稻的100倍。”
刘长洪说。当前随着农业劳动力结构
的变化，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加快，双流
区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通
过建设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
机农艺融合等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全
区农机化水平的提升。截至目前，全
区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89.3%。

“我们社区总共有2000多亩水稻，
当前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抢秋收
季节，让粮食颗粒归仓，预计今年每亩
田地能让农民增收500-600元。”黄水
镇桃荚社区党委委员林刚说。

唐静 赵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蔬菜必须种下去 粮食必须颗粒归仓
成都双流防疫秋种秋收“两不误”

双流区黄水镇，机械化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双流区委宣传部供图

新闻多一点

齐心战疫，成都得行。暂时放慢节奏
的成都人，也有了更多时间品味家的味
道。一日三餐，百菜百味。川菜的色香
味，离不开被誉为“川菜之魂”的豆瓣酱。

9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进成都“防疫泡泡”中唯一一家豆
瓣酱生产企业——四川省郫县豆瓣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区，探访“调味精灵”从
酱缸走向餐桌的历程。

探访天然晒场
实时监控豆瓣的温度、湿度等

“杵来翻去年复年，晒到斜阳一线
天。露盼东方鱼肚白，日月精华酱香
生。”在非遗技艺生产区，4000多口传
统酱缸静静地“沐浴”着阳光。这首打
油诗出自一线工人的劳动所得。

正在作业的陈师傅介绍，杵是豆瓣
酱工人用来翻晒的工具，原材料下缸后，
需要在每日清晨顺时针沿缸壁杵12下
进行翻搅，使之接受阳光照射，使蚕豆与
辣椒充分融合。之后再将翻搅过的豆瓣
表面抹平，起到一个保持水分的作用。

自然光照的晒，可以蒸发掉缸内多余的
水分和气体。到了晚上，在没有雨水的
情况下进行敞露，让郫县豆瓣发酵过程
产生的异味挥发，同时通过温度的变化，
使各种有益菌种得到交替生长和繁殖，
进而赋予郫县豆瓣特有的酱酯香味。

一个传统酱缸最多可装200公斤

豆瓣酱。但现代化产业线上的发酵条
池，一个可装12吨豆瓣酱。记者从非
遗技艺生产区来到天然发酵晒场上，自
动翻搅车正依次翻搅700余口发酵条
池中的豆瓣酱原料。据生产车间经理
代强介绍，科研人员可通过视频24小
时在线监控室内温度、湿度和含氧量。

同时，晒场顶部装有雨水传感器，感应
到下雨能自动关闭天窗，整个过程仅需
3分钟。

日产4000件
主要生产家庭装产品

当日下午3点，自动化包装车间生
产线上，装箱机器人、码垛机器人在岗
位上高速运转。“考虑到疫情保供，我们
现在主要生产500克一瓶的家庭装产
品，优先供商超。”代强说，在“防疫泡泡”
的保障下，目前园区有90名工人进行生
产，每天可出4000件货。从生产线下
线的豆瓣酱，质检合格后再由物流运
走。比较可喜的是，通过多方协调，当
日向省外也发出了2000件货。他说，
从这里“走出去”的豆瓣酱，还通过船运
走向了全世界，抚慰着游子的乡愁。

代强同时提醒，对于一般家庭而
言，未使用完的郫县豆瓣应放在阴凉、
通风的地方，并尽快用完。每次取豆瓣
酱时，应用干净、未沾生水的器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秦怡

探访郫县豆瓣生产一线：

日产4000件豆瓣酱 保供成都人的餐桌

工人正在翻晒郫县豆瓣原料。雷远东 摄

“防疫泡泡”里的一家成都
医疗企业：

24小时开足马力
日产核酸采样管

能满足超1000万人次需求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疫
情防控之下，成都不少企业开启“防
疫泡泡”模式，有条不紊地生产，尽最
大努力保障各类应急保障物资生产
和供应。

“本轮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在安
全防护条件有保证的前提下，24小时
开足马力，生产核酸检测需要的病毒
采样管，为抗击新冠疫情贡献自己的
力量。”9月5日，成都瑞琦医疗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该负责人介绍，现在公司有近
20条生产线 24小时生产病毒采样
管，日产能满足超过1000万人次核
酸检测需求。“在收到9月1日18时起
厂区实行闭环管理的通知后，我们启
动紧急预案，紧急采购了一批生活及
防疫物资，并做好闭环内人员的健康
监测和核酸检测。”该负责人说，因厂
区没有宿舍，许多人只能在办公室打
地铺休息，但为了助力成都早日渡过
难关，大家都毫无怨言、坚守岗位。

据悉，自8月25日以来，瑞琦医
疗已为成都高新区、郫都区、成华区
等地供应能满足超过5000万人次核
酸检测需求的病毒采样管产品。

企业闭环生产模式被称为“防疫
泡泡”模式，即以企业为最小防疫单
元，企业做好原材料、生活物资、防疫
物资储备，政府为企业保障后续物资
供应、运输车辆通行等，企业在疫情
防控期间继续进行闭环生产。截至9
月3日，成都全市有2500多家企业纳
入闭环管理、实施闭环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