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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向医护人员
捐赠价值10万元物资

本报讯“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
的医护人员冲锋在最危险的一线，为患者奉
献着青春与力量，这种职业精神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敬仰。”“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捐赠，救
死扶伤是我们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大
家、为了社会，我们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3月 21日，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来自
新郑市薛店镇的爱心企业为新郑市公立
医院捐赠了价值 10万元的爱心物资。捐
赠企业郑州奇化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薛国立与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高瑞敏的一番交流，如同院中绽放的
花朵与春风交织在一起，阵阵芳香散入了
捐赠现场。

捐赠现场，薛国立从新郑市红十字会
党组副书记李向华手中接过奖牌和荣誉
证书，并合影留念，记录下这充满感恩、充
满感动的一幕幕精彩的画面。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连续奋战21天
梁金杰累病在防疫一线

本报讯 早在 1月 24日，新郑市新华
路街道阁老坟社区居委会主任梁金杰就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连续
21天不间断工作，身体严重透支。2月 13
日夜间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第二天转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救治，目前
梁金杰的病情已逐渐好转。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梁金杰深
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阁
老坟社区作为新华路街道面积最大的社
区，共有 3000多户 9000余人。从 1月 24
日到发病的这 21天里，他吃住在社区，每
天奔忙在防控一线，从开会布置工作到督
查工作落实，从日常宣传劝导到巡访隔离
人员，从小区值守人员安排到防疫物资供
给，他严格把关防控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项举措。21个日日夜夜，他带领着社
区干部、志愿者等上门入户参与防控筛查
摸排、宣传劝导，做到“楼不漏户、户不漏
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小区
出入口设卡蹲点值守。走遍了社区的家
家户户，哪家有成员从外地返回，哪户有
家人需要隔离观察，哪些防控措施还需要
改进和加强，他都了然于胸，坚决落实排查
不漏一人，隔离不漏一人，检测不漏一人，
管控不漏一人！

为了让疫情防控更有温度，阁老坟社
区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小分队，处置隔离
人员急需突发事件，梁金杰和社区“五包
一”人员通过“一友两查三关爱”的方式，
给居家隔离群众提供防疫消毒紧缺物品、
垃圾清理、配送生活物资、专业医学告知、
健康监测、心理疏导等服务，确保辖区内
居家留观人员安心居家无后顾之忧。

目前梁金杰还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住院，病情已经逐渐好转。

“我不是不知道健康的重要，但面对
疫情，不忘初心，是每一名党员的本色和职
责，我希望与大家一起努力，捍卫辖区居民
的安危，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梁金杰
说。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燕萍

互助有爱 共克时艰

新郑市总工会助力复工复产
3月 24日，由新郑市总工会副主席

陈洁带队将防护物资送到河南润弘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庆安化工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本部，把互助会的
关爱和保障送到职工手中。

河南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任杜鹃在接收到物资后感
动地说：“近年来，我公司职工参保
的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互助保障，
已经让不少出险职工从中受益，减
轻了职工的负担，互助会在这个特
殊时期还能给予我们关爱，真的太
感谢了！”

职工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倡导组织、广大职工自愿参加的一种
保费低廉、保障力度较大、手续简便、赔
付及时、管理规范、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互助互济保障活动。2019年，郑州市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覆盖新郑市基层工
会 190多家、职工 19988人次，为会员发
放赔付互助金 7万余元，及时为患重大
疾病和发生意外伤害的参保职工雪中
送炭。

截至目前，本次防护物资已全部发
放到位，互助会会员单位的广大职工更
加感受到了组织的关爱和温暖。

新郑市A级旅游景区陆续恢复开放

本报讯 3月25日，新郑市统计局组
织收听收看郑州市统计工作暨党风廉
政建设视频会议，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科
室负责人在局会议室集中收看。

会上，郑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
长滕飞做了题为《锐意进取 实干
担当 奋力开创全市统计工作新局

面》的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
2019 年全市统计工作所取得的成
绩，深入分析了当前统计工作面临
的形势和机遇，就 2020 年工作作出
全面部署。

新郑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德智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

郑州市统计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深入
落实会议的各项工作部署，结合实际，
做到疫情防控和统计执法工作两手
抓、两手硬，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统计局组织收听收看
郑州市统计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新郑市获悉，
新郑市A级旅游景区、文化馆、博物馆、
图书馆、城市书房 3月 21日起陆续恢复
对外开放。

据悉，为确保游客安全游览，新郑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各景区进行了

开放前的防疫准备工作规范。
防控应急预案到位。旅游景区严

格执行文化和旅游部《旅游景区恢复开
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应做好《旅游景
区新冠肺炎防控应急预案》，明确疫情
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明确责任并

开展针对性演练。
宣传警示到位。在景区大门、停车

场等地方要以标志牌、横幅或视频等
多种形式，宣传警示疫情防控游客入
园须知。

游客实名购票到位。旅游景区应
实行实名制购票，采取适当方式完整
记录出入景区游客联络方式、来往交
通等信息，做到可查询可追踪。鼓励
线上预订、线上售票，尽可能减少现场
排队售票。

扫码健康登记到位。所有人员进入
景区前须进行体温检测，应实行“一进一
测一扫码”登记。旅游景区应采用郑州
市大数据平台提供的健康登记二维码
管理系统，安排专人负责对出入景区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健康二维码”登
记。扫描后显示绿色图标的无风险人
员，经体温测量正常者进入景区，扫描
后显示红色图标的高风险人员和体温
测量不正常人员应拒绝进入景区。

临时隔离区域到位。在景区门口
卡点附近设置隔离室，对发热、咳嗽、气
促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劝阻进入
景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及时采
取隔离措施，并向所在社区、乡镇(办事
处)报告。

游客流量严控到位。旅游景区严
控游客流量，合理设置承载量，并做到
及时分流疏导游客，做好游客流量关口
前置管控，必要时实施限流措施。对场
馆外景区限流不得超过最大游客日承
载量的50％，对场馆内限流不得超过游
客日承载量的30％。

部门联动机制到位。旅游景区要
建立与当地卫生防疫和文化旅游等
部门联动机制，发生异常情况应及时
上报。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总工会
在接收到中国职工互助会郑州办
事处配发的一批防护物资后，第一
时间对2019年度参保单位进行梳
理，确定发放方案，及时将19800
只一次性医用口罩、1650瓶84
消毒液和10个额温枪分发到参保
的6个企业和7个乡镇，全力支持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会员
单位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工作。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靳晴

附：新郑市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服务电话
新郑市文广旅局咨询电话：0371-69901111

黄帝故里景区预约/咨询电话：0371-69902555

郑国车马坑景区预约/咨询电话：0371-62672189

新郑博物馆景区预约/咨询电话：0371-62698808

欧阳修公园景区预约/咨询电话：0371-62530886

具茨山景区预约/咨询电话：0371-62539001

泰山村千稼集景区预约/咨询电话：0371-69957999

红枣小镇景区预约/咨询电话：18803972178

文化馆预约/咨询电话：0371-62693456

图书馆预约/咨询电话：0371-62690093

景区游玩温馨小提示
为致敬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自景区恢复营

业之日起到12月31日，新郑市所有A级旅游景区面对全
国所有医务工作者实行免费参观游览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