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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2 月

25 日，叶县在任店镇举办农业种

植结构调整暨村集体经济发展现

场会，观摩团由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和县长

徐延杰带队，18 个乡（镇、街道）

党政一把手参加。

任店镇属农业大镇，全镇有

土地 9.2 万多亩，由于不属于扶贫

开发乡镇，享受不到更多的产业

扶贫政策。于是，该镇克服困难，

通过外出取经更新观念，招引了

一批特色农业项目，从而进一步

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加快了

土地流转步伐。目前，该镇一半

以上土地完成流转，形成了一批

特色种植基地。月庄村连片种植

韭 菜 1300 多 亩 ，亩 均 收 益 超 过

4000 元，去年荣获农业部颁发的

“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

观摩团先后观摩了任店镇久星

韭菜科技园、汉诚农业瓜蒌种植基

地、沁园恒达花卉种植基地、松润农

业大青菜种植基地和金丰百合农业

韭菜基地。每到一处，基地负责人

都详细讲解种植面积、亩均收益及

发展前景。观摩团成员还就种植技

术、用工情况、市场等方面进行询问

交流。

现场观摩结束后，该县在任店镇

月 庄 村 文 化 广 场 进 行 观 摩 总 结 点

评。任店镇、龙泉乡作了农业种植结

构调整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发

言。该县发布了今年鼓励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从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的政策，提出除财政扶持外，还

继续推行金融扶持、保险托底等系列

优惠政策。

发布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政策

叶县现场观摩村集体经济发展

本报讯“我们不能像

医护人员那样冲锋在一线，

只 希 望 用 画 笔 去 展 现 战

‘疫’一线人员的英勇无畏，

唤起大家对疫情防控的重

视。”2月 21日，王蕾蕾边用

画笔勾勒着画边说。

今 年 30 岁 的 王 蕾 蕾

是叶县县委政法委的一名

工作人员，是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擅长国画，作品多

次 荣 获 国 家 、省 、市 级 奖

项。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王蕾蕾时刻关注着

抗疫消息，想要贡献自己

的力量。

王蕾蕾的孪生姐姐王

蓓蓓是叶县第一小学的美

术教师。姐妹俩商量后，

决 定“ 以 笔 作 枪 ，抗 击 疫

情”。王蓓蓓立足于叶县

本地素材，采取水彩画的

形式展现身边的英雄；妹

妹王蕾蕾则立足于网络上

的经典照片作画，采取国

画的形式致敬奔走在一线的

战“疫”者。

截至目前，王蓓蓓共创作

出《坚守》《爱与柔》《奉献》《使

命与担当》等 8 幅作品，记录

了叶县医务人员、公安民警以

及环卫工人奋斗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瞬间。王蕾蕾共创作

出《望》《使命》《天使》3 幅人

物工笔画以及《山河无恙》《春

天可期》《岁月静好》等 3 个系

列共 9幅写意画。

王蕾蕾的作品《望》，是小

女孩儿坐在窗户旁眺望远方，

外面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半

个月没出门了，特别想出门，所

以我用小女孩儿眺望远方的

样子，表达出疫情终将过去，

到时候就可以外出享受春天

的美好……”王蕾蕾介绍道。

姐妹俩表示，在接下来的

日 子 里 ，会 继 续 发 挥 专 业 优

势，记录时代英雄，创作出更

多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杨沛洁 刘雪）

孪生姐妹用画笔
致敬抗疫英雄

2 月 22 日凌晨两点，穿过漆黑的夜

幕，写有“叶县农民工返岗专用车”的大巴

缓缓驶出沪蓉高速。在通往昆山的高速

出口，乘车者依次下车、有序排队，接受入

城检测。

850 多公里，19 个小时长途跋涉，82

名叶县返昆山市农民工终于安全顺利到

达目的地，这让一路随行的“护送者”们

很欣慰。

在昆山市朝阳东路集合地，不少公司

接 员 工“ 回 家 ”的 车 已 经 在 此 等 待 。 南

亚 电 子 、丘 钛 微 电 子 、联 滔 电 子、四海电

子……多家叶县务工者就职的公司，打出

了“欢迎叶县籍员工返回昆山”的标语。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天不工作就意

味着一天没工资。”常村镇府君庙村贫困户

陈盼盼在聪晋电子有限公司工作，每月收

入 4500 元，他每天都盼着早日返岗。

昆山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感动不已：

“没想到叶县政府这么贴心，不仅给我们送

来了紧缺的劳动力，还点对点服务。”

叶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昆山市

务工的农民工有 4 万多人，仅常村镇在此

务工的就有 1万多人。

为确保外出务工人员正常返岗，叶县

2 月 16 日出台支持农民工返岗的八条意

见，对返岗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筛选分类、

建立台账，并与劳务输入地逐一对接，按照

“先轻后重”原则，有序组织输出。

叶县与昆山两地政府领导进行座谈并

初步商定，以此次农民工返昆就业为契机，

结成外出务工输出输入合作“姊妹县市”，成

立“打工服务之家”，建立两地定向输送人

力资源的常态合作机制，为两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作贡献。

这是叶县组织的第二批返回昆山的务

工人员。2 月 20 日上午，常村镇已组织 80

辆客车，其中前往苏州、昆山方向 78 辆，前

往周口两辆，运送返岗人员 360 余人，并为

每辆车配备方便面和口罩。2 月 23 日，叶县

又护送 66 名农民工赴昆山返岗，且于当晚

11时安全抵达。 （杨沛洁 乔培珠）

护送农民工返岗复工记

2 月 24 日上午，记者从市区走高速

到叶县北高速口时，只见路旁的疫情防

控宣传标语在春风中摆动着。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对叶县党员干

部来说是场大战，更是场大考。回顾采

访中的所见所闻，更让记者深深感到：疫

情如同一面镜子，真实地映射出了党员

干部的担当。

两位党委书记的泪水，映
射出党员干部的担当

2 月 20 日，洪庄杨镇集中送 121 名

返岗人员赴郑州、广东、浙江等地，市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叶 县 县 委 书 记 古 松

等多名县领导现场欢送。

送走返岗的务工者后，县委常委、副

县长马亚军半开玩笑地说：“他们是从家

里外出的，俺从返岗以来快一个月了还

没有回过家呢。”一席话，引起了同车不

少人的共鸣。

党员干部的担当，在叶县纪委宣传

部负责人郑鹤凌的《疫战日记》里展现得

淋漓尽致。日记中写道，她在正月初二接

疫情宣传的任务后，白天随领导深入疫

情防控一线，晚上写稿子，十几天没有正

常休息过，累得有时直想吐。然而每次下

乡，看到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乡镇干

部，看到在寒夜还在值守的乡村干部，自

己这点辛苦远远算不了什么。日记中列

举了她见到两位乡镇干部时的情形，尤其

是叶邑镇党委书记任会阁在得知万渡口

村出现疑似病例后，迅速布置镇干部接守

村庄，又等了十几个小时，等来疑似病例

排除的消息后，眼泪夺眶而出。直白平淡

的素描，在叶县政务微信群里一推出，赢

得不少人的点赞回应。

2 月 6 日，我采访到了文中提到的叶

邑镇党委书记任会阁。两个月前，任会阁

从九龙街道到叶邑镇履新。瘦弱的她看

起来跟女强人的称号不太相符，她说自己

又瘦了 5公斤，现在不到 50公斤了。尽管

难掩脸上的疲惫，但说话仍掷地有声。

采访任会阁时，她却先谈了该镇干

部让她感动的事儿。该镇第一例疑似病

例出现后，她晚上 9点多在微信群里通知

大家次日早上 8 点准时赶到镇政府。由

于万渡口村“两委”干部也与群众一样作

为“四种人”回家隔离观察，就由镇里组

织人员去接守万渡口村。第二天不到 8

点，同志们就全都到齐了。

接着，万渡口村发现第二例疑似病

例。该村离蔡庄村只有一路之隔，为扎

牢防控篱笆，叶邑镇将蔡庄村也一同隔

离了。从疑似到排除用了 14 个小时，任

会阁就在这个村一直坚守，没有离开村

半步。最终，她拿到排除疑似的诊断证

明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因为

他们家里 11 口人，有 3 个人在不同的省

份打工，更有一个上百岁的老人。”回忆

至此，这位女强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是不是压力很大呀？”记者试探着问

道。听到这话，任会阁苦笑着回答：叶邑镇

从湖北返回的有 220 人，其中从武汉回来

的就有 151 人。这些人分布到了叶邑镇所

有村。她说，最初听到这些数字，头皮就要

炸了，因为那些人就像一个个炸弹，不知道

在啥时候啥地方响。但是，她不能讲条件，

只能往前冲，带领党员干部筑起一座坚固

的疫情防控堡垒。

“我也不知道，顾许峰的父亲去世了，

我就不该让他来。”2 月 10 日，洪庄杨镇党

委书记王小红提起此事，就忍不住擦拭眼

泪。顾许峰是该镇的常务副镇长，他的父

亲 2 月 9 日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

顾许峰的父亲长年有病，而他平时由

于工作忙不能常常回家，春节原本要和父

亲好好团圆一下。他除了担任镇中心区 5

个村的防疫工作外，还兼任洪庄杨高速口

疫情防控卡点临时党支部的书记，同时还

要协助镇党委书记、镇长对全镇所有的行

政村进行督导检查……2 月 14 日，他在高

速卡点接到了父亲病逝的电话。

接到疫情防控要求返岗的命令，该镇

武装部长崔振军的父亲还在重症监护室，

他默默地离开医院，几天后也是在卡点上

接到了父亲病逝的电话……

“疫情面前，全镇干群冲锋一线，没人

退却。即便是亲人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

们也没有请假，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有这

样的同志，我们定能战胜疫情。”王小红含

着泪说。

大喇叭和红马甲，映射出脱
贫攻坚中形成的党群关系

社区和农村是疫情防控的一线，也是

最不容易管控的地方。群众会自觉戴口罩

吗？卡点白天有人，晚上还会有人吗？都

是熟乡熟脸的，能黑着脸不让过吗？真能

把村民堵在家里不出来吗？在村内街上聚

堆怎么办？

2 月 16 日，记者带着上述疑问，特意到

龙泉乡和叶邑镇去采访。

“不扎堆，戴口罩，勤洗手……”临近中

午，在叶县龙泉乡龙泉村，大喇叭传出清晰

的声音在村庄上空飘荡。

“这大喇叭真管用！每天饭点儿前后，

各个村根据实际或顺口溜或三字经宣传疫

情防护，播放各地尤其全乡各战线战‘疫’

信 息 ，村 民 们 也 自 觉 出 门 戴 口 罩 不 扎 堆

了。”该乡党委书记王志远说。

“大喇叭”就是叶县于两年前在脱贫攻

坚时期设立的扶贫广播。在各村安装“大

喇叭”，既能让广大村民及时收听党和政府

的声音，还可以插播自己的节目。

走到每个村的卡点，记者均发现有党

旗飘扬，有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身影。

龙泉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村内交通发

达，人员众多，返乡的人员也特别多。在该

村东口卡点，董留欣等 4 位身穿红马甲的

老人正在值班。该卡点设在多个村庄到乡

政府所在地的必经之路上。记者刚停下来

不到一分钟，就见一辆骑着电动车、戴着口

罩的妇女驶过来，说要到乡里买东西。由

于忘带了村里开的通行证，她被值班人员

劝了回去。接着，一辆车驶过来，值班人员

仔细看了对方的通行证后，测量了体温并

对车消毒后才放行……

原来，为做到有效管控，该乡每天为各

村发 10 张出村证（考虑到看病等紧急情

况）。该乡乡长史旻明介绍，这些出村证已

经是第三版了，起初他们让村里自己制，再

后来收归乡里，现在的第三版有了名字、电

话号码，并一式两份，一份返回后交村里，

一份留卡点。

记者与该卡点老人聊起来，方知道他

们都已经 70 多岁了，自正月初四就开始天

天在这里值守。他们说，看到乡、村干部那

么辛苦值守，自己也过意不去，也要为这场

疫情防控作点贡献。他们白天值守，晚上

让年轻人值守。“严把关，没人传染了，对我

们也是好事嘛！”董留欣乐呵呵地说。

我们从龙泉乡到叶邑镇采访的时候，

在龙泉西卡口被拦住了。对方说只认“路

条”，别的不好使。我们只得返回乡里补了

“路条”。

“疫情还没有过去，天气暖和了也不要

出门，科学家还没有研制出特效药……”2

月 16 日下午，在叶邑镇常庄村，村民孙红

岭身穿红马甲，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随身

小喇叭循环播放着。“这很有效，能精准管

控，偶尔有人开门想上街，听到小喇叭就赶

紧回去了。”该镇镇长任丙奇说。

原来，随着近期疫情形势逐渐好转和

气温日益升高，在家待久了的部分村民滋

生麻痹意识，有了上街转转的念头，十分不

利于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为此，该镇从各

村商贩那里收来小喇叭，组织“红马甲”手

持小喇叭在村里走街串巷边巡视边宣传。

为减少交叉感染，该镇每几个村指定

一家超市，只接待由“红马甲”充当的“代

购”，为不能出门尤其是被隔离的村民配送

生活用品。

“正是靠着各个村大喇叭和志愿者的

支持，我们才有了扎牢群防群治篱笆的底

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利旺说。

潮涌般捐送的款物，映射出
对党的感恩

仙台镇是该县红马甲的发源地，疫情

防控期间，这里也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

故事。记者采写的《大喇叭一声喊，群众捐

出 3车菜》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事情发生在阁老吴村。2 月 10 日上

午，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文才操起喇叭喊起

了话：“老少爷儿们！不要忘了咱们今天的

好日子是怎么来的，现在疫情严峻，政府遇

到困难了，我们该不该帮？一棵两棵白菜不

嫌少，三斤五斤鸡蛋不嫌多，什么菜都中，地

里现摘的更好。”一个多小时，村民自家种植

的蔬菜就装满了 3 大车。当天，该村村民还

捐款 4300 多元。

该村曾是贫困村，在党的各级扶贫政策

指导下，2016 年实现整村脱贫，全村人从此

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全镇机关干部连续

15 天、冒着雪夜的严寒坚守防疫一线。村

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得知镇机关食堂缺少

菜后，村干部就发出了上述号召。

“我现在脱贫了日子好过了，就更不能

忘了报党恩。”夏李乡西田庄村脱贫户王万

林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脱贫群众的心声。

王万林的儿子患上了大病，为治病全家欠下

了十几万元的外债，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在党的扶贫政策尤其是叶县出台的养猪

千头线的政策支持下，养猪脱了贫。2 月 7

日一大早，他通过微信向该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捐出 2000 元钱。他说自己不能买口罩，

只能尽这点力了。

在应接不暇的捐款热潮中，叶县处处出

现了通过微信捐款不留姓名的感人事儿。

仙台镇党委书记虎永福多次在政务微信群

里说，自己又收到了热心人的微信捐款。2

月 12 日，任店镇在该镇的村干部微信群里

发出了寻找捐款人的信息。当天早上，该镇

政府门前，一名三四十岁的戴口罩的男子隔

着门扔下 5000 元就走，一旁值班人员匆匆

拍下了他快速离去的身影，这才知道是后营

村村医刘平生。

“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给我们捐了 3 万

元。”任会阁带着内疚和感动的口吻说。2

月 10 日，有个在外的叶邑人要加她的微信

捐款。对方在信息中留言：作为叶邑儿女，

目睹了家乡这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必须向家

乡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很快，对方分 5 笔

给她转来 3 万元钱。接到钱后，问对方哪个

村怎么称呼，对方只回了“不留名”3 个字，

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疫情防控面前一件件感人事，一次次涤

荡着人们的心灵。一天，任会阁在镇政府突

然又看到了某村一名爱告状的村民，就走上

来劝道：“现在疫情很严峻，改天再来反映情

况吧。”没想到对方这么回答：“我是看你们

天天这么辛苦为我们挡灾，也特来表表心

意。”说着捐出了 500 元钱，还送来了 15 箱苹

果和 10箱方便面。

“一笔笔自发的捐款，就是群众对我们

扶贫答卷的点评，就是对我们共产党恩情的

由衷回报。”在写完任会阁所讲的这个故事

后，记者在采访本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叶县疫情防控工作采访札记

突袭的疫情如同一面镜子

2月 20日，一位教师给学生送新学期的课本。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学生无法到校上课。为确保停课不停学，该县

教体局开展老师上门送教材活动。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上门送教材

2月 25日，村民在收获大青菜。任店镇柳营村依托村集体经济借助招引的龙头企业，建起上百座蔬菜大棚。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该村及时复工复产。如今，该镇每天向市区供应蔬菜 5000多公斤。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复工复产保供应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2 月

20 日上午，在叶县城区九龙路上，

一名男性乘客在扫描了公交车门

上的二维码后，登上了 22 路公交

车。“这是专属二维码，乘客实名

登记申请后，方能扫码上车。”叶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李全党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的积极好转，该县正在进行复工

复产，一度停驶的公交车辆也恢

复上路。为了精准防控疫情，该

县经过前期与厦门搜谷掌上公交

科技公司的紧张沟通，实施二维码扫

码乘车。2 月 24 日起，叶县公交公司

所有车辆统一设计，张贴上了专属二

维码，对乘坐 20、21、22、23 路的乘客

实行扫码实名登记，保障驾乘人员的

安全。

李全党提醒，所有乘坐上述公交

车的乘客，须使用手机打开微信“扫

一扫”功能，扫描张贴在上车门旁的

二维码登记。这既节省了乘车时间，

也解决了实名制登记问题，为防控疫

情提供了科学保障。

专属扫码 科学防控

叶县公交车实行
扫码实名登记乘车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2 月

24 日，龙泉乡下发简报，高度肯

定龙泉派出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表现。

龙泉乡是劳务输出大乡，春

节前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其

中不少人是从疫区返乡。为了严

防发生输入性病例造成严重后

果，龙泉派出所全体民辅警深入

到各个卡口和村庄，对在外返乡

人员进行分类排查。

截至目前，全所民警、辅警共

走访 140 余户，排查返乡人员 400 余

人，其中湖北返乡人员 220 人，包括

武汉返乡人员 120 人，并及时配合乡

政府采取各种隔离措施，杜绝了辖区

内流入传染的隐患。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难免极

少数人不认真执行通告，给防控工作

形成干扰。为此，该所在做好防控工

作的同时，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目前，该所共办理涉疫案件 12

起，其中刑事拘留 1 人、行政拘留 3

人。

龙泉派出所办理涉疫案件 12起

2 月 20 日上午９点多，在位

于叶县仙台镇境内的省道 330 公

路卡点，郑向坤正在与队员排查

一辆车。“自 1 月 28 日到这里值勤

后，他就一直兢兢业业地坚守在

这里。”在场的一名巡防队员敬佩

地说。

今年 39 岁的郑向坤是叶县

公安局巡防大队督察队副督察

长，共产党员。他的父亲 1 月 28

日因病住院，就在那天晚上，他接

到了赴仙台镇卡点值勤的命令。

郑向坤二话没说，与家人简单交

代后，就连夜赶到了工作岗位。

“咱是共产党员，尤其在重大疫情

面前，就应该冲在前面。”提起此

事，他这么说道。

2 月 6 日深夜，郑向坤突然接

到妻子的电话，岳父突然中风偏

瘫，正送往医院。“你安心工作，今

天晚上我先给爸办入院手续，等

你明天忙完再抽空回来。”听闻妻

子这样说，郑向坤忍不住红了眼圈。

他很对不住妻子，因为至今他也没抽

出空儿回去。

2 月 4 日晚 10 时许，他接到这样

的求助电话，一个孩子手部被开水重

度烫伤，急需送医。他及时向卡点临

时党支部汇报情况，随即驾驶公务车

辆将烫伤儿童及家属送往叶县中医

院医治。完毕后，郑向坤又护送他们

回家，此时已是凌晨一点。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每个卡点起

着外防输入、内防传播的重要作用，

卡点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在空旷的

公路旁，晚上气温低至 0℃以下，到

了下半夜，寒气更重，值勤的郑向坤

经常冻得双脚僵硬，只能多跺几次

脚，但查车辆没有半点疏忽。

“守一道卡就是护一方平安，疫

情不退我坚决不退。”郑向坤对记者

说。

（本报记者 杨 沛 洁 通讯员
赵贝贝）

舍小家顾大家的郑向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