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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转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9℃，

最低气温20℃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郭祥

昭 秦中飞）“疫情不散，卡点不撤，我们

不退！”8 月 13 日，在鲁山县四棵树乡分水

岭疫情防控卡点临时党支部，17 名党员

面对党旗庄严承诺。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鲁山县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疫情防控卡点

成立 992 个临时党支部，组织 3.2 万名党

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切实把组织优势

转化为疫情防控优势，牢牢筑起“红色

防线”。

从机关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该县

各级党组织纷纷成立党员先锋队和志愿

者服务队，组织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亮出

身份，认领疫情排查、管控值勤、医疗救

治等岗位，叫响“我是党员我先上”。27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在疫情

防控卡点设立咨询台、党员示范岗，24 小

时值守。1005 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

部驻村防控疫情，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请党放心，

抗疫有我。疫情不退，我们不退……”8

月 12 日 上 午 ，在 平 顶 山 火 车 站 疫 情 防

控卡点，志愿者高举右拳、齐声宣誓，表

达 抗 疫 决 心 。 一 个 由 湛 河 区 交 通 运 输

局、区巡防队、区卫健委等单位的 49 名

党 员 干 部 组 成 的 疫 情 防 控 临 时 党 支 部

正式成立。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牢

牢把好“外防输入”关口，近段时间，湛

河区在火车站、汽车站、高速路口、入境

主 要 干 道 等 进 入 辖 区 的 关 口 、各 小 区

（村）的进出口处设立疫情防控卡点，由

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筑起疫情防控安

全防线。

该区动员公安、组织、纪检等部门，

联合乡（街道）、职能部门，重点针对“外

防输入”的关键卡点、管理力量薄弱的

“三无”（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

防）小区展开排查；号召辖区 50 余个区直

单位党员干部 1000 余名、各街道党员干

部 150 余名，下沉一线，发动各居民区党

员共同参与，成立临时党支部 286 个，共

同抗击疫情。

作为防疫最前沿的基层战斗堡垒，

临时党支部统筹日常疫情防控、人员发

动、应急处理等工作，以忠诚担当为辖区

居民构筑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截至目前，该区已有 2025 名党员主

动加入临时党支部。

鲁山县湛河区成立1200余个临时党支部
筑起抗疫“红色防线” 把好“外防输入”关口

本报讯 （记者王桂星）8 月 13

日上午，我市在市委市政府办公楼

召开“万人助万企”市直部门问题

办理推进会，通报全市“万人助万

企”活动中交办给市直部门的问题

解决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副市长张弓出席并讲话。

张弓指出，我市“万人助万企”

活动启动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各市直部门和县（市、区）行

动迅速，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社会反响良好。但是，各级各部门

决不能沾沾自喜、盲目乐观。

张弓强调，在接下来的“万人

助万企”活动中，各级各部门要实

现从建立问题台账向解决问题转

变 ，牢 固 树 立 帮 企 业 解 决 问 题 是

尽 职 、不 帮 企 业 解 决 问 题 是 失 职

的 理 念 ，当 好 企 业 发 展 的“ 服 务

员”“店小二”和“守业人”，倾力帮

助企业做大做强。要实现从解决

单个问题向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

转变，查短板、找不足，从体制上、

机制上系统谋划助力企业发展的

政策和措施，转变工作作风，提升

服 务 能 力 ，建 立 服 务 企 业 发 展 的

常态化机制。要实现从支持单个

企业做大做强向培育产业集群转

变，打造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

创 新 链 、制 度 链“ 五 链 融 合 ”的 产

业 生 态 环 境 ，全 力 助 推 我 市 经 济

转型发展。

张弓在“万人助万企”市直部门问题办理推进会上强调

牢固树立服务理念 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本报讯 （记 者 蔡 文 瑶）8 月

11 日下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邓志辉先后到宁洛高速新城区站、

平顶山南站及平安大道疫情防控

卡点，看望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公安、交通、卫健部门执勤人

员，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邓 志 辉 强 调 ，当 前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严 峻 复 杂 ，各 卡 点 要 从 严 从

紧 落 实 好 各 项 防 控 措 施 ，确 保 外

防 输 入 的 第 一 道 关 口 万 无 一 失 。

要 加 强 工 作 统 筹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完 善 运 行 机 制 ，公 安 、交 通 、卫 健

等 部 门 执 勤 人 员 既 要 明 确 分 工 、

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协作、密切配

合 ，进 一 步 提 高 防 控 质 效 。 要 科

学精准防疫。疫情防控不能各自

为政、层层加码，要按照国家防控

指 南 和 省 委 省 政 府 、市 委 市 政 府

决策部署，科学精准开展防控，做

到 防 疫 、发 展 两 不 误 。 要 做 好 综

合 保 障 。 属 地 党 委 、政 府 要 牵 头

做 好 防 控 卡 点 食 品 卫 生 、防 暑 降

温、急救药品、检测装备等方面综

合保障工作，科学调整勤务，及时

组 织 轮 休 ，切 实 保 障 执 勤 人 员 休

息时间。要强化安全防护。要为

卡点配足配齐消杀物品、口罩、防

护 服 、护 目 镜 等 防 护 装 备 和 防 疫

物 资 ，进 一 步 强 化 内 部 管 理 及 疫

情 防 控 机 制 的 执 行 落 实 ，坚 决 保

障执勤人员自身安全。

邓志辉在看望慰问疫情防控卡点执勤人员时强调

确保外防输入第一道关口万无一失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8 月 13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荣海、

副市长刘文海带领有关部门负责

人到舞钢市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张荣海、刘文海一行先后到焦

桐高速舞钢南收费站、尚店镇与泌

阳县交界的界牌河桥、尹集镇姬庄

村疫情防控卡点和南湖庄园、柏都

酒店、寺坡街道湖滨社区集中隔离

点察看，认真检查疫情防控人员及

物资配备情况，反复叮嘱工作人员

在 做 好 自 身 防 护 的 同 时 ，严 格 把

关，将防控机制措施落实到位。

张 荣 海 指 出 ，舞 钢 市 疫 情 防

控 前 期 工 作 成 效 明 显 ，要 再 接 再

厉 ，特 别 关 注 重 点 人 员 、重 点 场

所 、重 点 环 节 ，聚 焦 输 入 防 范 、措

施 落 实 ；隔 离 点 院 感 防 控 以 及 核

酸 检 测 、疫 苗 接 种 等 要 按 照 规 范

流程管控到位、抓实抓细，做到心

中 有 数 、底 子 清 楚 ，精 准 科 学 、联

防联控。在突出抓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要统筹兼顾，扎实做好防

汛 应 急 和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等 工 作 ，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防控对生产生

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张荣海、刘文海还结合当前舞钢

市“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情况，就解

决公铁智慧物流港、中加矿业公司

等重点项目用地问题提出要求。

张荣海在舞钢市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把重点人员重点环节防控做实做细

初 秋 时 节 ，一 场 小 雨 带 来 丝 丝 凉

意。一支特殊的“观摩团”，正在一边用

心体味叶县的发展变化，一边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感悟初心使命。

8月 12日上午 10点，中共叶县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刚刚结束，县委

书记徐延杰便带领新当选的县委委员、候

补委员、纪委委员，进老区、看项目、学党

史，开展首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首站是叶县产业集聚区。该集聚区

主导产业为化工和装备制造，目前已入

驻企业 62家。

平 煤 神 马 聚 碳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40 万

吨/年聚碳酸酯项目一期工程已近尾声；

隆 鑫 机 车 公 司 出 口 产 销 量 位 居 行 业 第

一；广达铝业公司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

率达 70%以上……一串串数字，让刚到叶

县履新不到 10 天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胡炜哲十分振奋：“叶县工业基础牢

固、产业链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

好、后劲足。”

第二站是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

聚区。该集聚区正在打造尼龙化纤纺织

及制品，工程塑料及制品，聚氨酯、PC 及

制品三大产业单元。

据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李鹏鹏介绍，

在新一届叶县县委班子的关心支持下，

他们有信心到 2025 年实现产值 2000 亿

元，形成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

完整、集聚效应最明显、竞争力最强的国

际一流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了为什么

出发。随后，新一届叶县县委班子来到

第一届叶县县委旧址。

1930 年 6 月，叶县县委在龙泉村成

立，作为平顶山地区第一个县委组织，先

后建立 14 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并在龙泉

建立了第一支人民武装——叶舞支队，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在徐延杰的带

领下，全体人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接着，观摩团来到叶邑镇段庄革命

老区纪念馆。这里是平顶山地区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诞生地，叶县早期的 9 名共产

党员中，有 3名都是段庄人。

新当选的县委委员、县人社局负责

人虎永福说，纪念馆里，最让他动容的是

一副锈迹斑斑的眼镜。革命志士段永健

戴上这副眼镜、手拄盲杖，为革命事业

“死而后已”。

孤石滩水库建设于上世纪 60 年代，

总面积 1.035 万亩，也是叶县人民肩挑背

扛、手推小车建成的伟大工程。

“ 孤 石 滩 水 库 就 是 叶 县 的‘ 红 旗

渠’”。徐延杰感慨地说，它蕴含着克服

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叶县

精 神 。 大 家 要 持 续 弘 扬 叶 县 人 迎 难 而

上、不怕吃苦的大无畏精神，加快叶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观摩团还沿着蜿蜒的“彩虹路”参观当

年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五里坡阻击战东

线遗址。路上，云雾缭绕、白鹭翩跹、草木

叠翠，偶有一群群羊儿在山麓觅食……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谷中奇感慨道：

“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会用

翅膀‘投票’。”美丽叶县的绿水青山，通

过旅游线路“银线穿珠”，正在实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最后一站是叶县县衙，观摩团在一

副楹联前驻足审视，细细品味。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

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

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 江 山 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江 山 ”。

观摩团成员纷纷表示，要珍惜手中权力，

为民办事谋福，以此联自警自省自律，打

牢从政之基。

“新一届叶县县委班子举行此次集

中学习活动，既是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标看齐的一次政治活动，

也是一次重温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作风、

砥砺实干精神的思想洗礼。”徐延杰在总

结学习活动会上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乔培珠）

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8 月 12 日，市

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市民，手随时有可能

接触到被病菌污染的物品，如果不及时

正确洗手，病原体有可能通过手接触嘴

巴、眼睛、鼻黏膜而侵入人体。通过正确

洗手可以有效切断这一传播途径，降低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专家提醒，要用流动水和洗手液（肥

皂）规范洗手，正确洗手的步骤如下：（1）

用流动水将双手淋湿。（2）取适量洗手液

（肥皂）均匀涂抹双手。（3）认真搓洗双手

不少于 20 秒，具体步骤是：第一步，洗手

掌。手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揉。第

二步，洗手背。手心对手背，手指交叉，

沿指缝相互搓揉。双手交换进行。第三

步，洗指缝。手心相对，手指交叉，相互

搓揉。第四步，洗指背。一手弯曲呈空

拳，放另一手的手心，旋转搓揉。双手交

换进行。第五步，洗拇指。一手握住另

一只手的大拇指，旋转搓揉。双手交换

进行。第六步，洗指尖。一手五指指尖

并拢，放在另一只手的手心，旋转搓揉。

双手交换进行。第七步，洗手腕。一手

握住另一只手的腕部，旋转搓揉。双手

交换进行。（4）完成上述步骤后，用流动

水把双手冲洗干净。（5）捧起一些水，冲

淋水龙头后，再关闭水龙头（如果是感应

式水龙头无此步骤）。（6）用清洁毛巾或

纸巾擦干双手，也可用吹干机吹干。

@市民朋友

快来学习七步洗手法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8 月 13 日，记

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聚集，切实做好户政窗口便民服务，

户政部门推出 8项便民服务措施。

8 项便民服务措施分别是：提供户

籍业务预约办理服务，提供户籍业务网

上办理、不见面办理服务，提供户籍业务

就近办理、马上办理服务，提供居民身份

证免采人像、指纹服务，提供户政业务自

助办理服务，提供暂住登记、居住证、临

时身份证不见面办理服务，提供部分户

政业务合理延期服务，提供优化业务办

理时限服务。

对情况特殊的急需办证人员，户政

部门将及时开通绿色通道，全力服务群

众，共同阻击疫情。

户政部门推出
8项便民措施

“您好，请靠边停车，量下体温。”“您

从哪里来的？下来扫个码。”“下雨了，路

上慢点，注意安全。”“没啥关紧事不要来

回跑了。”8 月 12 日晚，细雨霏霏，郏县冢

头镇北街村疫情防控服务点，每当有车

辆路过，值班的姚民强、李素贞夫妇就会

上去拦停。

北街村北接禹州市，东临襄城县，地

处交通要道。当天晚上 8 点 20 分至 9 点

40 分，服务点特别忙。经过的私家车、

电动车、摩托车共 31 辆，人员 42 人。在

姚民强夫妇拦停测温、消毒后，人员都会

到服务台前扫健康码、行程码，提供身份

信息，坐在旁边 69 岁的退休教师、老党

员赵新才则快速在稿纸上登记。他们详

细检查、分工合作，忙碌有序。

姚民强 48 岁，是冢头镇秦楼村卫生

室村医，其妻李素贞是北街村卫生室村

医。今年我省疫情出现反复后，夫妇俩

走街串巷宣传防控知识，对居家隔离人

员测温、按时上报，晚上下班后又坚持到

卡点坚守，这样的日子已近半个月。

姚民强的父亲是优秀村医姚留记，

去 年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在 该 服 务 点 牺 牲 。

2020 年春，疫情来袭，姚留记将自己的

老年代步车改成宣传车，车顶安放小喇

叭，走街串巷提醒村民加强防护，并到服

务点值守。不幸的是，在 2 月 4 日午间值

班时，他晕倒在岗位上，经抢救无效离

世。“村民都忘不了他，一看到他的老年

车，我们很多人都会哭。他就是我们的

保护神，现在我们都感觉他是睡着了，那

只是一场梦。”北街村村委会委员邵应贵

说着流下了眼泪。

姚民强于 2012 年 5 月 1 日到秦楼村

任村医。该村现有 206 户 826 人，目前登

记在册从外地返乡的有 1 人，对于这一

人姚民强已领着他做了 3 次核酸检测，

结果均呈阴性。“作为村医，姚大夫尽职

尽责，他经常在村微信群里告诉大家健

康饮食和做好卫生、疫情防控的知识。

他和村民相处得非常好，提醒大家打疫

苗 ，上 门 量 血 压 、测 血 糖 ，村 民 都 喜 欢

他。”谈及姚民强，秦楼村党支部书记秦

廷方赞不绝口。

“我也是学医的，以前和我公公同在

一个卫生室上班。他给患者检查很耐心，

夜里不管几点随叫随到，而且他总是教育

我，给大家开便宜又治病的药。如今，他

走了，我们必须得沿着他走过的路继续

前进，把村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尽力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贡献。”李素贞说。

“大疫面前，大医当先，作为大夫我

们责无旁贷。目前，疫情防控压力大、任

务重，为了村民的健康，再苦再累都是值

得的。”姚民强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坚定走下去，姚民强夫妇——

继承父亲遗志 “疫线”接力前行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 王代诺）

8 月 11 日，市政府热线办向记者提

供了 8 份有关“破损窨井盖”权责不

明难以处理的民呼必应热线工单。

当天记者实地探访。8 月 12 日、13

日，平观新闻、平顶山微报和本报刊

发《破损窨井盖究竟归谁管？记者

实 地 探 访 12345 民 呼 必 应 工 单 诉

求》回应市民关切，报道引发热议。

同 类 问 题 并 不 少 见 。 网 友

“My？？”说：“矿工路汽车站前快车

道上，井盖下陷十几厘米，我因为这

个出了交通事故。”网友“小辉辉”也

有类似经历，他（她）说：“两年多了，

山顶公园下面红绿灯口有个没盖窨

井摔得我好惨，打了三次官司都找

不到窨井的管理单位。”

也 有 不 少 网 友 发 表“ 判 断 ”。

网友“彬彬”说：“井盖也是城市管

理的一项任务。”网友“sls”说：“全

市涉及井盖的单位多如牛毛，雨污

水井只是一小部分。”网友“小欧”

说：“如何有效解决，才是关键。”

还有不少网友建言献策。网

友“有木有”说：“对全市井盖排查

一下吧。”网友“开心快乐”也说：

“ 窨 井 盖 下 陷 的 应 该 集 中 排 查 一

下。”网友“张一民”建议说：“能不

能具体到一个单位管。”

8 月 13 日，记者查阅部分资料

了解到我市曾对窨井盖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2018 年 11 月 1 日，市政

府网站发布信息《平顶山市开展窨

井盖专项整治活动保障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2018 年 12 月 18 日，

掌上鹰城报道《防止窨井“吃”人，

市区 11 口无主窨井将被封填！》；

2019 年 6 月 29 日，平顶山微报报道

《市 区 6 万 余 个 窨 井 7 月 集 中“ 体

检 ”》；2021 年 2 月 23 日 和 5 月 10

日，市城管局网站分别发布信息：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平顶山市城市公共区域窨井盖

专 项 整 治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1-

2023 年）的通知》和《平顶山市城市

公共区域窨井盖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行业单位窨井

盖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小 小 窨 井 盖 涉 及“ 脚 底 下 安

全”，这种情况不仅仅在我市存在，

记者搜索大量资料发现，它是不少

城 市 治 理 的 共 性 问 题 。 2020 年 4

月 28 日，最高检向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发 出 高 检 建【2020】1 号（总 第 4

号）检察建议书，以加强窨井盖管

理等为内容推动有关部门重视窨

井盖安全；“两高一部”也联合发布

过《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

件的指导意见》。

市民期待“脚底下更安全”

窨井盖虽小、民生事大，《破损窨井
盖究竟归谁管？》引热议

下载平观新闻客户端，
您可以通过市 12345 民呼
必应掌上平台反映问题。

8月 13日，新华区光明路街道体育场社区志愿者冒雨在疫情防控服务点值守。

当天上午，光明路街道辖区各个疫情防控服务点的志愿者坚守岗位，确保疫情防控“全天候”。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疫情防控“全天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