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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本报讯（郑州全媒体记
者 魏书杰 裴蕾 武建玲 彭
亚军 谢鹏飞）昨日，在位于
上街区的郑州煤机格林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机器轰鸣，烧得通红的煤矿
液压支架配件正被工人拉出
热处理炉。

“本轮疫情期间，我们企
业被上街区纳入‘白名单’管
理，实施闭环运营。闭环管
理期间，有 400多名工人吃
住在厂区，最困难的就是蔬
菜、鲜肉等生活物资的保障
问题。我们向当地政府提出
这个困难之后，他们说这个
问题包给政府，你们企业只管
生产就行了。”郑煤机格林公
司总经理李楊说，政府的保供
举措给企业吃了定心丸，彻底
解决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像郑州煤机格林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这样被纳入“白名
单”的企业，上街区有百余家。

疫情期间，上街区采取建
立“白名单”企业信息台账、组
建企业服务专班、严格实施首
问负责制等举措，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

“对于全区 119家‘白名
单’企业，区里成立了物资保
障专班，确保每家企业的物
资供应。”上街区科工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全面落实优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

施，上街区迅速建立“白名单”
企业运行、流动人员信息、防
疫物资生产储备3个台账，并
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组建
综合协调、疫情防控、物资保
障、电力保供 4个工作组，畅
通企业货物运输。

位于上街区龙江路金屏
路口的隆平高科（河南）玉米
创新中心项目工地上，塔吊
高耸，钢筋切割声不绝于耳，
工人们正紧张地为种质资源
库基础绑扎钢筋。该项目是
上街区今年引进的一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 3亿多元，目前
施工正紧锣密鼓。

“再过一周，综合科研楼、
试制车间初步形象就会出
来。”该项目施工负责人李彪
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上
街区发改委从施工人员、施工
机械、物料配送等方面给予大
力保障。“上街区在本地给我
们协调了施工机械，在物料配
送方面又给我们开辟了绿色
通道，目前我们施工正常。”

为保障企业正常运行，
上街区还严格实施首问负责
制，企业不管通过什么渠道
向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反映
问题，受理单位或工作人员
必须负责协调到底、解决到
底，坚决杜绝推诿扯皮。

目前，上街区已累计发放
各类通行证近 5000张，确保
“白名单”企业正常生产运行。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等4个工作组协同支持

上街区119家“白名单”企业
全部正常生产

本报讯（郑州全媒体记
者 王辉强 姚辉常 秦晓飞
史治国）“谢谢！谢谢！你
们多费心了啊！这几天我睡
得可踏实了。”荥阳市王村镇
蒋头村群众徐旭阳昨日专门
赶到蒋头村委，为村“两委”
解决他们急难愁盼的问题表
示感谢。

荥阳市王村镇蒋头村有
上百亩大田菜地和蔬菜大
棚，日产蔬菜 5000多斤。秋
末冬初，徐旭阳种植的 14亩
大棚西红柿、辣椒结满了果
实，进入采摘期。然而，从10
月13日开始，由于疫情，车辆
进不来出不去，日产5000斤的
蔬菜卖不出去。徐旭阳看在眼
里，心里很慌：“如果坏在地里，

一年就没有希望了。”
10月 15日，徐旭阳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找到蒋头村书
记司晓刚。蒋头村“两委”和
王村镇包村干部召开会议，
有的联系保供超市，有的联
系机关食堂，有的发朋友圈、
微信群……为买不到菜的和
卖不出菜的搭起了“桥梁”。

西红柿、辣椒、萝卜、白
菜……徐旭阳牵头，联系周
边的菜农一起销售。有的是
需要的人过来拉，有的是村
“两委”用保障车给送过去。
“这一次疫情对我没有造成
啥损失。”徐旭阳说，他也学
会了如何直销菜，为今后卖
菜建立了渠道，让菜农和需
要的人都得实惠。

荥阳市王村镇：

镇村干部搭桥 农户卖菜不再难

■温暖“疫”线

帐篷里的浓浓为民情

郑州有 4.6 万名机关
干部下沉一线

同刘薇薇一样，自 10
月份以来，郑州市有 4.6万
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奔
赴疫情防控最前沿。据了
解，当前郑州市疫情防控
进入最关键时期，市委号
召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深入开展以“党
旗飘起来、党徽亮起来、党
员动起来”为主要内容的
“三起来”活动，市委组织部
紧急抽调 1741名市直机关
党员干部，组建 479个工作
专班，下沉到疫情防控任务
重的小区（楼院），由社区党
组织统一调配，积极开展卡
口值守、核酸检测、流调追
阳、人员转运、物资保供、心
理疏导、上门服务等工作，
全方位、全事务履职尽责。

“当居民看到红马甲的
时候，会很安心”

“你就住这个帐篷里？”
记者问刘薇薇。

“帐篷里住一个人，另
外一个同志在车上睡。”刘
薇薇答。

“晚上不冷吗？”
“嗯，还好，特殊时期

嘛。”“我们的工作，一是对
有阳性病人的楼栋进行封控
管理和物资保障；二是对其
他人员进行安抚；再一个是
对已经解封的人员，督促进
出楼院扫健康码。”刘薇薇
说，“当这个帐篷搭起来的时

候，老百姓看着就安心了。”
值守卡点几天时间，刘

薇薇就感受到群众的信
任。“其实老百姓很心疼我
们，他们都说丫头你们怎么
就住这儿。”刘薇薇感动的
是，一位阿姨出去买一把香
蕉，非要扯下一半放进帐篷
里，买的苹果非要留下几
个。“我觉得我们住这儿，当
居民看到红马甲的时候，看
到大白的时候，会很安心。”
刘薇薇说，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战争需要全体老百姓的
配合、支持。

“刘薇薇同志认真负责
值守卡点，管理严格，很有
耐心，居民都愿意听她的。
一个女同志吃住都在帐篷
内，非常辛苦，真是太感谢
她了。”该院 81岁居民张振
生连声夸赞。

“你在这儿执勤，家里
人不需要照顾吗？”记者
问。“我父母80岁了，我家小
区也有志愿者，有他们照顾
着，我很放心。我更要在这
里当好志愿者，全心全力照
顾好这个院子里的居民。”
刘薇薇说。

“老师，我们是来消杀
的，你看该去哪栋楼？”昨
日下午 2点 38分，记者正
在采访，一支消杀队伍来
到院门前，准备进院消
杀。刘薇薇赶忙迎上前，
介绍封控区域 3号楼 2单
元的情况，并联系小区对
接人，开始忙碌不停。

“夜里在车上过夜，也
能随时看着大门”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在大学路街道桃源社区
鑫城宾馆门前，卡点帐篷扎
在该宾馆正门口的路边上。
二七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主
任刘亚贞 11月 12日夜里接
到通知，13日早上到卡点。

“这个楼是个高风险点
位，这个酒店隔离42个人。里
面建了一个抗疫微信群，我
和办事处、社区的同志都在
里面，时刻关注群里信息，
隔离人员有什么需求，我们
及时帮着解决。”刘亚贞说。

由于入住匆忙，帐篷里
面设施极其简单。

“你们这只扯了一个
灯？”记者问。

“昨天办事处和督导组
连夜给我们扯了一个灯，还
给我们配备了电热水壶。”
刘亚贞回答。

鑫城宾馆属于封控单
元，隔离人员要做到足不出
户。刘亚贞需要24小时全天
候值守。由于帐篷扎在人行
道上，车来车往也很危险。“这
么冷，你晚上怎么休息？”记者
问。“我把自己的车停在旁边，
夜里在车上过夜，也能随时看
着大门。”刘亚贞说。

党旗飘扬的地方，就有
共产党员的身影！在郑州，
疫情防控工作依然在持续
开展，数万名党员，依然驻
扎在抗疫一线，彰显着党员
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记者在社区

扫码看视频

在二七区祥和社区交通路132号院门前，扎着一顶帐篷，它就是郑州市下沉干部、市
委编办三级调研员刘薇薇的“家”。

一个旧暖瓶，一张行军床，一床薄被褥，从隔壁门卫室扯进来的电线点亮一盏小节能
灯，在这个四五平方米的简易帐篷内，刘薇薇已经住了3天。刘薇薇介绍，她值守的小区
是高风险小区，有一个门洞已经出现6例阳性病人，这6人已全部转运集中隔离。

郑州全媒体记者 刘春兰 聂焱 孙志刚 王琳 张凌康 海洋 文/图/视频

在帐篷里安下简易的在帐篷里安下简易的““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