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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1 月 23 日一

大早，石龙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党

组成员、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陆保

杰组织养路工人来到 G207高庄街道李

家村段，抛撒融雪剂除雪清障。

“碰到边边角角的地方就再补上一

锹，要全覆盖不留死角，防止结冰。”陆

保杰说，当天他们主要负责山路、桥面、

背阴处及其他易结冰路段的积雪清理

和消融工作，已经清理山路、桥面积雪 3

公里多。

1月 20日到 23日，我市普降中到大

雪，漫天雪花给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

添氛围的同时，也给群众的正常生产生

活带来影响。为进一步做好防范应对

工作，该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周密

部署，科学调度，全力做好冰雪灾害天

气防范。

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于 20 日夜间

启动除雪除冰应急预案，合理配置、统

一调度应急保通人员、物资和设备；强

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实时分析路

况、交通量、天气等情况，组织人员上路

巡查，对重点路段、重点桥梁及易结冰区

域进行仔细检查；备足融雪剂、粗砂等

物资及除雪抢通设备，保障群众出行安

全。目前，该中心累计出动工作人员

200 余人次、除雪机械 20 台次，抛撒融

雪剂 4余吨，清理积雪道路 30多公里。

出现降雪后，区城市管理局环卫队

通宵作业，对城市道路中的陡坡、弯道

等重点区域每 5 个小时撒布一次融雪

剂，同时安排环卫工人对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易结冰区域进行人工除冰。为

降低道路结冰对交通安全的影响，该局

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对易结冰路段开展

不间断除冰雪作业，确保群众出行安

全。截至 24 日，区城市管理局共出动

除冰雪作业人员 500 余人次，抛撒融雪

剂 6 余吨，重点对 4 条主次干道进行除

雪。

20日晚，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增加路

面警力，延长夜间值班时间，针对辖区

内的桥梁、高架、快速路和长下坡路段

等重点开展巡查，并预判可能出现结冰

的路段，与有关单位联动对接，开展除

雪融冰工作。同时，交警部门开始对辖

区道路情况进行实勘，并将情况汇总，

与相关单位对接进行除冰，保障辖区路

段通行秩序。

21日开始，区民政局进村入户走访

慰问民政服务对象，加强对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

人、空巢独居老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特殊困难

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日常巡访、安全保

护、关爱服务及防寒、防冻、防疫检查，为

他们发放棉衣棉被等，保障他们安全过

冬、温暖过节。目前，区救助机构已配备

各类必备物资 200余套（件），确保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下救助对象安全过冬。

迅速行动 周密部署 科学调度

石龙区全力应对冰雪低温天气

1月 25 日上午，雪后初晴，记者来

到龙兴街道许坊村，只见干净的沥青

路两旁大叶女贞傲冬挺立，文化广场

上有人在健身，广场旁边的游园里有

人在拉家常……

“我们村这两年变化真是大，不仅

环境变好了，而且生活越来越方便。”

说起村里的变化，今年 70多岁的老党

员李中林乐得合不拢嘴，“村里大街小

巷天天有人打扫，我也每天打扫自家

的院子，从院子里走到街上，里里外外

都是干干净净的，感觉很舒心。”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民告诉记

者，近年来，许坊村党支部以强党建为

核心，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为重

点，以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宜居家园为

目标，村“两委”带领村民，在村级资金

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争取上级支持一

部分、村民自筹捐助一部分，先行动

工，一边动工一边想办法，完成了下水

道、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许坊

村党支部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不

断强化党支部的领导核心，通过规范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主题党日活动

等，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和责任

担当，让党支部真正成为教育党员的

阵地、攻坚克难的堡垒。在基础设施

建设中，党员干部时时、事事跑在前，

王建民更是率先垂范。就这样，村里

先后修建道路 1.2公里、文化广场 2000

平方米、健身场所 1处、

小游园两处，安装路灯

40 余 盏 ，栽 植 绿 化 树

1000 余 棵 …… 村 容 村

貌焕然一新，党员和群众学习有了地

方、活动有了场所、办事有了方向，村

民的幸福感明显提升。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需特

色。地处丘陵的许坊村，村里有大片

富硒土地，村“两委”经过考察，引入平

顶山市汇民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农友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了富硒

农业产业基地，采取土地统一流转、基

地统一建设、品种统一确定、技术统一

指导、销售统一组织的模式，有效带动

全村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只有产业兴旺，农村才

能富裕，农民才能幸福。富硒农业产

业基地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

作模式流转村民土地 500 余亩，主要

种植富硒梨、富硒红薯等高收益农产

品，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今年红薯长势不错，价格也高，

亩产大概 1500 公斤，每公斤能卖三块

钱左右。我今年种植的 5亩富硒红薯

全部卖给了合作社，收入 2万余元，生

活真是越来越好了。”村民李中武高兴

地说。

村容村貌提升了，经济发展了，村

里的社会风气也好了起来。“下一步，

村里要继续盘活集体资产，整合资源

大力发展富硒农业，进一步壮大村集

体经济，同时把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

提升，力争走在全区前列。”王建民

说。 （本报记者 闫增旗）

——许坊村美丽乡村建设小记

党建强起来 村庄美起来

本报讯 （记 者 闫 增 旗）“您好阿

姨，请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登记一下住

址。”1月 23日上午，在龙兴街道东兴社

区文明小区家属院南院门口疫情防控

服务点，00 后大学生志愿者毛茜娅认

真地为进出人员登记信息。

今年 22 岁的毛茜娅是河南科技

职业大学护理学院学生。1月 5 日，东

兴社区在出入口设置疫情防控服务

点，毛茜娅看到社区干部冒着严寒 24

小时在岗执勤，深受感动，主动报名参

加志愿服务。经过培训，她于次日正

式上岗，每天轮班查验进出人员和车

辆有关信息，并为居家观察的居民配

送生活物资。

别看毛茜娅年龄小，但这已是她

第三次做疫情防控志愿者了。之前因

参加疫情防控，她先后被龙兴街道党

工委、共青团石龙区委授予“优秀志愿

者”“先进个人”等称号。

本轮疫情发生后，石龙区发出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倡议，积极招募返乡

大学生志愿者。在做好自我保护的前

提下，志愿者根据工作需要，配合社区

工作人员参与社区疫情防控服务点值

班，开展体温测量、出入信息登记、健

康码查验等，并向群众讲解疫情防控

知识，提醒居民提高疫情防控意识、日

常佩戴口罩、减少人员聚集等。

和毛茜娅一样，在人民路街道何

庄村也有 1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他们

有的在疫情防控服务点为出入人员做

登记、量体温、查看“双码”，有的手持

小喇叭进村宣传防疫知识。

何明超是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大三

学生，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何庄村的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我们每天分成几组，

在疫情防控服务点值勤，也会手持小

喇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何明超说。

“俺街道的大学生都是好样的，在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紧张的时候，主动

要求加入，责任和担当值得赞扬。有

了 他 们 的 加 入 ，我 们 的 干 劲 儿 更 足

了。”人民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孙增友

说，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加入疫情防控

队伍后，主动要求安排凌晨值守，让叔

叔阿姨们能多睡会儿。

截至 1月 24日，石龙区共有 230多

名大学生志愿者奋战在防疫一线。他

们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间主动到各

村（社区）疫情防控服务点报到，为石

龙区疫情防控贡献青春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汇聚青春力量 书写时代担当

本报讯（记者闫增旗）“你好，请

出示一下行程卡和健康码。”“疫情期

间，外来车辆不能随意进入。”……1

月 18日，石龙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

输局党员何红伟在宝石快速路东疫

情防控服务点值守，对进区车辆司乘

人员进行测体温、查看“双码”。

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石龙

区号召党员干部坚决筑牢疫情防控

“红色防线”。“我们通过党员积分制

度，激励党员干部发挥‘关键少数’作

用，积极亮明身份、认领任务，把疫情

防控落实到‘最后一米’。”石龙区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本轮疫情发生后，石龙区第一时

间在 5个入区交通要道、27个村（社

区）关键路口和19个“三无”小区设置

疫情防控服务点，并设立党员先锋

岗、疫情防控示范岗、志愿服务队等。

与此同时，该区各村（社区）疫

情防控服务点的党员干部也坚守

在各自的岗位上，查验“双码”、测

量体温、登记备案、劝返行人，认真

履行职责。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石

龙区 772名党员自觉投身疫情防控

一线，筑牢防控屏障。

“哪里有疫情防控服务点，党员

就坚守在哪里、党旗就飘扬在哪里、

党徽就发光在哪里。”区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该区将坚持以

党建引领为抓手，践行“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一个防疫卡点就是一

座战斗堡垒”，形成疫情防控强大合

力，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772名党员防疫一线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1 月 24 日

下午，市级“百姓宣讲团”成员、石龙区

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科级干部黄铭剑

走进龙兴街道，为该街道办事处的党

员干部、职工代表宣讲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

宣讲报告会上，黄铭剑紧扣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通过的

《决议》进行系统宣讲，深入阐释了总

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重大意义、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

命和重大成就、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百

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引导激励

党员干部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

“下一阶段，我们要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抓紧

抓实 2022 年工作谋划，躬身入局、担

当作为，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做好各项

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神，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为打造文

化龙兴、产业龙兴、富饶龙兴、魅力龙

兴而不断奋斗、再创佳绩。”石龙区委

副书记、龙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晓鼎

说。

龙兴街道深入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领悟精神谋发展 真抓实干勇担当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严格

落实‘非必要不出市、非必要不出

区’要求，确需外出人员需提前 24

小 时 向 所 在 村（社 区）报 备 ……”

“鼓励引导群众‘非必要不返乡’‘非

必要不聚集’。减少走亲访友活动，

提倡网络在线拜年……”1月 17日早

上7时许，人民路街道康洼村的大喇

叭又响了起来。

连日来，石龙区 24个行政村的

24 个大喇叭、60 余个小喇叭，每天

早上 7 时至晚上 7 时反复播放市、

区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及防疫知识，

让广大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及时知

晓。

“我们不识字，村干部用土话

讲都能听懂，在家都能了解现在的

疫情情况，知道该怎样防控。”今年

75岁的康洼村村民谢宝庆说。

为扩大疫情防控宣传覆盖面，

该区街道、村干部及志愿者随身携

带小喇叭走街串巷，变身“行走的宣

传员”，用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最新

的疫情防控信息送到群众身边，切

实让群众熟知防控知识、了解防控

政策，增强群众疫情防范的意识。

该区利用大喇叭传得远，小喇叭

接地气的优势，将防疫举措等及时传

达给不用智能手机、不上网的村民，

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从严从紧做好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区里加强正面引导，全面

做好宣传工作，出动 20 余辆宣传

车，并通过各村的大喇叭、小喇叭

和微信朋友圈等进行线上线下全

方位宣传，使村民能够第一时间了

解疫情信息、掌握疫情动态、做好

自我防护，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该区有关负责人说。

石龙区防疫宣传不放松

大喇叭传得远 小喇叭接地气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我们给每位老

人和工作人员都建立了健康档案，每日清晨

和晚间，所有老人和中心员工会进行体温检

测。养老中心也提前储备了充足的防疫物

资，口罩、酒精、84 消毒片、手部消毒液和防

护服等均能保证较长时间的用量。”1月 18日

上午，面对石龙区纪委监委驻区民政局纪检

监察组的督导检查，区养老服务中心主任郭

俊华说。

养老服务机构一直是防疫重点场所。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该区纪委监委紧盯特殊

人群和重点领域，当天上午，驻区民政局纪

检监察组会同区民政局成立联合监督检查

组，对辖区多家养老机构进行专项督查，确

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切实维护好老年

群体的生命健康安全。

该检查组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询问、查

阅台账等方式，先后对石龙区老年福养老

院、夕阳美养老院、中鸿养老中心等养老

服务机构的封闭管理、日常消毒、工作人

员 核 酸 检 测 等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详 细 检

查。

截至目前，该检查组已开展专项检查 5

次，对 3 家存在疫情防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

构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按时整改到位。

“养老院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下一

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精准发

力、靶向监督，抓实抓紧抓细防疫督查，用

心用力用情为辖区养老机构筑起一道坚不

可摧的‘防疫墙’。”该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表

示。

石龙区强化监督
筑牢养老护老“防疫墙”

1 月 21 日，环卫工人在人民路东段清理积雪。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摄

1 月 25 日，居民在人民路中段选购挂饰。
新春将至，各种吉庆挂饰受到青睐，火红的中国结及一串串红灯笼吸引着

路人纷纷驻足选购。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摄

年味儿浓

1 月 25 日下午，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 人 员 在 圣 德 易 购 超 市 检 查 食 品 安
全。

小小“菜篮子”，关乎大民生。为
确保群众欢乐祥和过节，近日，区市场

监管局对超市、农贸市场粮油蛋奶、肉
菜水果等开展监督检查，严把食品安
全关，让健康食品、放心食品走进千家
万 户 ，确 保 市 民 买 得 放 心 、吃 得 安
心。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摄

守护“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