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冶镇党员夫妻
捐款5000元联手抗疫

本报讯“我是一名退休干部，现
在特殊时期，我应该发挥余热，为抗
击疫情做点事。”近日，登封市大冶镇
的 70岁老党员陈月勤把 5000元钱递
到了镇政府工作人员手中。

陈月勤曾是大冶镇炮房沟村的
党支部书记，在基层工作了几十年，
2017年退休。陈月勤的老伴李华也
是一名老党员，曾在小河煤矿工作。
两人虽已年过古稀，仍然心系抗疫，
守着一个党员的初心，为抗击疫情默
默努力着。

抗疫期间，李华主动到村监测点
值班。陈月勤与李华商量后，购买了
600多元的食品送到村监测点。当看
到医护物资紧缺，大冶镇政府班子领
导深入一线督导工作，陈月勤老两口
再次商量，决定捐款，尽一份力。“老
伴说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保
护好了，我们一定能共同战胜疫情。”
陈月勤介绍，他们老两口商量后，决
定捐款5000元用于抗疫工作。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贾明娟

登封“爱心厨师”
免费送餐暖人心

本报讯 头天忙着采购食材，晚
上摘菜、备料、制作；第二天一大早就
分工制作鸡块土豆、麻辣豆角、排骨、
粥、大米、汤圆等；11点准时出发，分两
路挨个送至 21个防疫卡点……疫情
发生以来，登封市豫峰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带头成立“爱心厨师后援团”，每
天变着花样给卡点值班人员送午餐。

一周多来，“爱心厨师后援团”共
为登封卡点值守人员免费送餐 2000
多盒。“卡点值班人员为了大家的安
全，坚守岗位，他们最辛苦！我们只
是给他们送午餐，算不上什么！”“爱
心厨师后援团”发起人王东洋说，自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防控卡点24
小时不间断值守，党员干部、群众志
愿者冲锋在前，他们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

豫峰餐饮公司是登封首家获批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复工申请获批
后，该公司紧急联系蔬菜和粮油供应
商，通知部分员工严格按照防疫要求
测体温、严格消毒后上岗操作，为一
线防疫人员准备饭菜。

据了解，爱心午餐食材主要由王
东洋个人出资购买。在他的带动下，
登封市区部分餐饮志愿者也纷纷加
入爱心送餐活动。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杜向东 刘磊

本报讯 3月10日，随着最后一台机
器的调试，由登封市自主研发的首批 5台
口罩生产设备样机顺利下线，从谋划提出
到生产出设备仅用 23天时间，跑出了企
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为加强疫情防
控、推动登封大健康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一度出现
了“寻罩”难。登封市充分发挥产业集聚
效应，借力嵩基集团、跃博电器、嵩阳煤
机、启明轩程控设备等企业资金、平台、技
术、人才等优势，果断决策，成立口罩设备
技术研发攻坚组，注册成立了郑州创明医
疗设备公司，标志着自主研发口罩生产设
备项目正式启动。

“以前我们主要是搞挂面程控设备，
对于开发口罩生产设备可以说是一张白
纸。”参与研发的宗向东直言不讳。

“自登封市政府提出研发议题后，攻坚
组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协同创新、联合攻
关，比计划节点提前3天完成了样机整机工
程图纸设计工作。”张勇英作为总工程师，对
设计图纸中的艰辛和困苦是历历在目。

图纸有了，但设备上的 1800多个部
件，短时间采购到十分困难，再加上正处
于疫情防控关键期，采购部件更是难上加
难。“既然立下了军令状，我们就要克服一
切困难，尽早生产出设备。”攻坚组弋现生
说。经过攻坚组的共同努力，1500多个配
件都是攻坚组自主研发制作出来的。

经过 23天的艰苦努力，3月 10日，登
封市首批自主研发的 5台口罩生产设备

已全部顺利下线。
“我们研发进展之所以这么快，得益

于登封开展的‘三送一强’活动。”宗向东
说，为支持研发生产，登封市积极为企业
送政策、送服务、送要素，提振了研发团队
的信心。专门对企业派驻了服务专班，全
程服务研发生产。同时调动优势资源，在
保障防疫前提下，为企业协调核心技术骨
干、管理团队，帮助生产职工尽快返岗，并
全力做好原材料供应和生产要素保障服
务等，一切为研发生产开绿灯。

据了解，登封市在做好口罩设备生产
的同时，统筹谋划研产供销链条，逐步延
伸产业链条，构建大健康产业布局。

位于登封市产业集聚区的郑州爱尔
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进行生
产口罩无菌车间的装修。“我们依托登封
研发的口罩生产设备，先期生产口罩。接
下来公司还将谋划生产防护服等医疗器
材产业项目。”公司负责人介绍。

登封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立
足大健康产业发展布局，加快登封医用
耗材、医疗设备、生物医药及产业链生产
基地、防疫物资储备、医药物流配送基地
建设，实现登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文 冯艳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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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家不是贫困户了，而且还
是最美脱贫光荣户！”登封石道乡上窝村
七组村民杜巧梅，一年四季总喜欢穿着一
身迷彩服，穿梭在田野里，逢人就咯咯笑。

杜巧梅曾是石道乡上窝村贫困户，也
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2014年，
她看到了果树产业的发展前景，决定种植
冬桃，并与本组村民杜站昌共同筹资 10
万元，以每亩 500元的标准，流转本组土
地30亩走上创业之路。

随着桃树长大、开花、结果，杜巧梅还
清了借款，还顺利地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2015年 6月，上窝村在村支部带领
下，成立了登封市土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流转全村土地 2661.9亩，发展产业项目。
投资300万元种植核桃1050亩，聘请林科

院专家指导，引进优良品种，合理密植，按
配方施肥，600亩核桃每亩年收入 2000
元。与中药研究所和保健食品厂家合作
打造千亩中药材基地，已种植连翘 300
亩，射干 280亩，柴胡、黄芩、黄精、菊花
120亩。

杜巧梅还是第一批入股合作社的社
员，并在合作社又承包土地70亩，种植中
药材黄芩、射干，组织留守妇女和闲散劳
动力到合作社务工。2019年，她已经管理
合作社土地1000多亩，带动100余名村民
务工。几年来，杜巧梅通过自己的不懈努
力，富了自己，也带动了周围一大批贫困
户通过就业和创业实现脱贫。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赵晓聃 通讯员 李韶萌 文/图

登封成功研发口罩生产设备
将立足大健康产业布局发展

本报讯“您的善举坚定了全镇人民
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
心！镇党委、镇政府对您的爱心捐赠表示
最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3月 9
日，登封市徐庄镇徐庄村的徐向阳及其他
300名爱心人士收到了镇政府的感谢信。

自疫情防控以来，徐庄镇从企业到
员工，从党员到群众，纷纷慷慨解囊。徐
庄当地企业在向登封市红十字会捐赠
100万元外，还给徐庄镇捐赠方便面 100
箱、火腿肠 30箱、苹果 20箱、矿泉水 20

件。当地景区捐赠 5万元。屈沟村党支
部书记屈志军多次购买疫情防控物资捐
赠给屈沟村及徐庄镇政府，并以海外代
购形式购买价值 84万元的医疗物资，定
向用于登封市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当地百姓也纷纷奉献爱心。徐庄镇郑
庄村李怀军和他的两个儿子，不但积极参
加防控战“疫”，且三次捐赠的现金及物资
共计 15万元；村民李红把鸡蛋送到了疫
情防控点；返乡大学生王帅辉用微薄的积
蓄为家乡捎回了80个口罩；党员吴超营用

农用机动车拉来了 2吨饮用水；村民甄
海军捐赠鸡蛋 10斤、矿泉水 2箱……“感
谢政府对我的认可，相信大家一块儿努
力，一定能战胜疫情。”徐向阳收到镇政府
的感谢信时激动地说。

徐庄镇政府负责人表示，对于大家的
爱心捐赠，镇党委和镇政府将善待、善用每
一笔善款物资，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众志成
城、科学防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宋跃伟

300封感谢信里的鱼水情

杜巧梅：春耕复产的脱贫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