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张竞文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企业
陆续开工、人员相继返程……眼
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
入关键阶段，梨树县防疫防控和复
工复产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进入厂区，每个人都要测量
体温，并登记。”这次的开工与以往
不同，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
门前，防控疫情工作人员拦下每一
个准备进入厂区的人员，进行测量
体温和详细登记后，员工们陆续进
入酿酒车间、包装车间，开始紧张
忙碌的复工复产工作。

梨树县坚持“三个原则”，即复
工企业审批把关原则、有序复工研
判原则、防疫与安全生产两不误原
则。“三个落实”，即落实企业防控

组织机构、落实企业内部防控体
系、落实设岗排查。“三个到位”即
企业主体责任明确到位、属地管理
监管到位、部门检查指导责任到
位。以“333”模式持续用力、从严
从细做好各项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主动靠前做好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推动企业平稳有序复工
复产，同心合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
平耘垦牧业有限公司、四平市慧良
牧业有限公司、四平绿健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等 14户企业作为梨树县
第一批开复工审批通过的企业，努
力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手
抓“严防控”，一手抓“稳生产”。复
工复产企业对每个员工情况进行

建档，及时掌握返乡员工动态。对
所有返厂员工进行二次排查，核对
确认员工假期行程、接触人员，对
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发现异常的人
员，立即采取措施。在疾控中心专
业人员指导下每天对厂区进行两
次消杀处理，并对员工进行每日 2
次体温检测，员工就餐实行分批分
餐制。同时，厂区实行闭环管理，
设岗排查进出人员，采取“六个一”
措施，即落实一个责任主体、一支
体温计、一个口罩、一张表格、一支
笔、一份宣传册，对入企人员进
行询问、登记、测体温，严禁无关
人员进入。

随着更多企业面临开复工，梨
树县各级各部门也在积
极准备，陆续出台

“硬核”措施，提供
有温度的服务，
对 复 工 复 产 企
业实行分类指导
和靠前服务，认
真倾听企业呼声，
帮助吉林省新天龙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落
实了贷款 2.5 亿元，协调
省工信厅为四平市慧良牧业有
限公司解决生产原料供应问题，帮
助2户企业解决口罩3000个，保障
企业顺利复工。做到精准施策、靶
向发力，防控生产两不误。

梨树：密织防控网 全力保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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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本报讯 马晓明 王娜 孙凌 徐
镛深 报道 自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集安市按上级部署，即刻发
布通告，举全市之力防控疫情。

指挥靠前。随着疫情的发展，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时提
级，成立书记、市长任指挥长，主管
副市长及相关市领导组成执行副指
挥长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54个部
门组成，下设 9个工作组，疫情防控
指挥部启动流程图和疫情防控工作
流程图，逐级明确职责，每天下午四
点召开例会，汇总问题。实施“市、
乡（镇）、村三级网格化”包保责任体
系，确保各级干部在岗位、在状态、
在现场，形成抓疫情防控强大合力。

措施硬核。实施地毯式筛查，
确 保 疫 情 排 查 不 漏 一 人 。 各 乡

（镇）、街道实施属地管理，利用大数
据网络建立公安、卫健、村（社区）联
合办公，以村民小组、居民小区为单
位，成立了由 447名工作人员组成
的 149个三人工作组，确保“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在逐户摸底排查集安出入人
员，实行登记管理同时，对于实行居
家隔离观察的人员，安排社区和村
干部及医务人员对其进行包保，门
口贴上隔离标识，每天随访，检测体
温，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解
除隔离的人员，继续做好随访跟踪
关注。目前，已经对全市 127个村
及社区全部进行了摸排，普遍排查3
遍以上。

党员干部全员上岗。为将疫
情阻断在第一道关口。在集通高速

公路、国省道出入口、火车站设立了
5个检查卡点，实行组长负责制，相
关部门 24小时联防联控。对来集
车辆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检测，逐车
逐人排查登记，对在集安有居住场
所的来集人员，一律由所在地乡镇、
街道直接接走，采取 14天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对没有居住地的，劝返不
成，集中实施 14天隔离观察，确保
第一时间切断传染源。目前，已对
入城的 17275台车辆，37349人逐个
进行筛查。2月 7日紧急抽调全市
市直机关干部 1300余人对全市 117
个小区实行 24小时封闭式管控，要
求熟记管辖住户数，人口数。严控
出入证件（每户一证）最大限度管控
和减少人员流动，保障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集安举全市之力防控疫情 “俺家一共有 18亩地，打算今
年全种苞米，年前我就在镇上农资
商店定完苞米种子了，化肥订了一
半，另一半等疫情过后再买。虽说
现在受疫情影响，但都是暂时的，
我觉着今年是个好年头，肯定能丰
收。”说起今年的春耕，蛟河市庆
岭镇新开河村宋大爷眼中充满
希望……近日，蛟河市庆岭镇在
入户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的
同时也走访调研了全镇的备耕情
况。

当前是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也是备耕生产
的重要时节。庆岭镇一手抓
疫情防控不动摇，一手抓春耕
生产保增收，努力做到疫情防
控与备耕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庆岭镇在入户宣传和摸
底调查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掌
握村民的种植意向，引导村民

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同时了解村民
需要的种子、化肥等农资数量，为
全年生产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庆岭镇农业站和农
技站工作人员累计走访农户 2700
余户，发放疫情防控和农技信息手
册2000余套。

“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调查统
计，全镇 11家农资商店已于春节
前储备农资80%以上，能够确保全
镇春耕生产工作顺利开展。”镇农
业站负责人表示。

庆岭镇春日备耕忙
□ 徐秀红 陈爽 本报记者 徐文君

一直以来，邮储银行桦甸市支行依托“信
用村”建设，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让金融“活
水”流进乡村，提高农户贷款办理效率，优化
农村信用环境，助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时期，邮储
银行桦甸市支行党总支部得知两个信用村防
疫物资紧缺，立即召集支部委员会，研究部署
捐赠防疫物资事宜，组织党支部7名党员奉献
爱心，积极捐款用于购买爱心防疫物资。

2月12日，党支部书记马正东带领部分党
员到二道甸子镇暖木村和帽山村两个信用村
进行慰问，为抗击疫情执勤在一线的村部人
员送去防疫物资。合计捐赠口罩 60个、84消
毒液6瓶、喷壶6个。

村党支部人员表示，“特殊时期，口罩及
消毒液等物资紧缺，这批捐赠物资非常及时，
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邮储银行既帮助农民
贷款，又送来爱心物资，这份真情暖到农民心
坎里！”

真情在“疫”线涌动
□ 王多多 本报记者 侯春强

2月15日至16日，鹅毛大雪
从天而降。在这样的环境里，通
化县林业局的干部职工们仍然
坚守在 2个小区、3个疫情防控
执勤卡点，顶风冒雪开展人员排
查，出入人员、车辆登记，为隔离
人员运送物品。

防 控
阻 击 战 打
响后，通化
县 林 业 局
党 组 要 求
干 部 职 工
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以战时的状态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在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克服
麻痹懈怠思想，认真落实好疫情
防控指挥部各项部署和要求，坚

决做到“四个到位”，在这场疫情
防控的大考中交出优秀答卷。

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统
一部署，这个局从 2 月 10 日开
始，在确保机关工作正常运转的
同时，组织干部职工投入到“山
水芳邻小区”“桂林山水城”二期

等 3 个 疫 情 防 控 卡 点 进 行 值
守。在工作中，大家认真登记人
员、车辆信息，参与再排查和疫
情防控“四人一专班”相关工
作。连日来，局领导带领干部职

工每天 24 小时值守在防疫一
线，这期间没有一人叫苦，没有
一人喊累，在凛冽的寒风中登记
出入小区人员和车辆信息，宣传
防控知识，发放宣传材料，引导
督促居民少出门不聚会，勤洗手
常消毒，出门戴口罩。

“我们坚守的是
一份责任，坚守的是
小区群众的安全，为
了群众的安全和健
康，我们再苦再累也
值得。”局长刘洪东

和班子成员深入各卡点慰问执
勤人员，嘱咐大家吃饱穿暖，同
时，组织力量搞好后勤保障，使
大家士气高昂，增强了打赢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

风雪中的坚守
□ 王秀兰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平日里，他们是党和政府
关心的帮扶对象；疫情前，他们
是坚守在“战场”上的暖心人。

疫情发生以来，在得知村
卡口监测点需要人员轮班值
守，双辽市辽北街道东风村的
脱贫户张春林、刘宝才积极响
应号召，第一时间主动联系村
党支部书记，坚决要求参加卡
口站点的值守执勤，踊跃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深夜里守卫着
全村人的安全、寒风中保护着
全村人的健康。

作为双辽市 2017 年度勤
劳脱贫示范户，辽南街城乡村
王德龙这些天比往日忙了许
多。在疫情防控期间，大部分
村干部奔赴疫情防控一线，王
德龙义务承担起村里设立的检
查点卫生保洁工作；夜间检查
点人手紧张，他就要求替换夜
班。他说：“我是村里的勤劳脱
贫示范户，是脱贫攻坚的受益
者，我不能忘记谁帮了我，现在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
团结在一起战胜疫情。”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
也“无需请战”。在双辽市还涌
现出很多这样心怀感恩、主动
驰援的贫困户身影，既彰显了
脱贫攻坚成效所在，更有着“干
群一家亲”的浓浓鱼水情。

脱贫户念党恩
助力抗疫一线
□ 王学异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大年初三，
安图县松江镇盘
道村77岁的李玉
芬主动请缨，参
与到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中，
一干就是半个多
月。李玉芬每天
冒着严寒，从早
到晚值守在劝返
点上，逢车必查、
逢人必问。她主
动和消毒组人员
一起为村民家消
毒，并宣传防控
知 识 。 彭 丹 记
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