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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近日，米面

油、蔬菜等民生商品价格成为舞钢市

居民关注的焦点、议论的热点。“早上

菜市场 1公斤黄瓜才 4 元多，现在 1公

斤要 10元，是不是有些哄抬物价呢？”5

月 6日，得知信息后，舞钢市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随经营者到民生

商品批发市场了解商品价格，并与周

边部分县（市）和平顶山市区对比分

析。经调研发现，受疫情影响，5 月 6

日上午 11 时之前，超市及市场蔬菜遭

遇“疯抢”，短暂的非理性消费引发市

场小幅波动。7日，该市市场监管执法

人员拉网式逐户排查、提醒告诫，至当

天上午 10 点后，蔬菜价格亦全线不同

程度下跌、趋于平稳。

为全力维护防疫物资和重要民生

商品市场秩序平稳有序，该市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持续加大民生商

品价格监督力度，严厉查处和打击非法

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

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该市对价格监管工作进行再安

排、再部署，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

针对群众投诉举报立查立办，对群众

举报涉嫌价格违法行为及时核查处

置；对发现价格异常波动或倾向性、苗

头性问题及时妥善处置；对囤积居奇、

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损害消费者利

益、扰乱市场秩序的价格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该市 15个市场监管所及局机关执

法人员深入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药

店及相关经营单位，采取“四不两直”

方式突击检查、暗访巡查，对防疫物

资、米面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进行拉网式排查。对于检查中发现不

按规定明码标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行

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提醒告诫、督促

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性质恶劣的从严

从重予以处置。

与此同时，该市加大舆论宣传引

导力度，提醒告诫商家遵纪守法、诚信

经营，加强价格自律，引导广大群众理

性购物、理性消费，不信谣、不造谣、不

盲目散布虚假信息，以免造成恐慌或

扰乱市场秩序。

同时，该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

群众，目前，重点民生商品产供充足，价

格也相对回落，请理性消费，避免过度

囤积造成浪费，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

请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

守好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舞钢市开展民生商品市场拉网式排查

5月 8日，按照舞钢市统一安排，该

市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凌晨 5点，朱

兰街道滨河社区党员郑丰就拨通了社

区党支部书记张桂芬的电话：“张书

记，你们都累几天了，俺要当志愿者，

替换你们值班。”张桂芬答应后，迅速

带郑丰赶往核酸检测点布置场地。

滨河社区位于该市钢城路一侧，

是朱兰街道的一个老居民区，有 980

户近 3000口居民，连日来防控持续开

展，急需补充力量。

街道研究后，同意“在搞好个人防

护的前提下，鼓励居民就近参与志愿

服务”。张桂芬将倡议发在社区微信

工作群，获得了积极响应：

74 岁的社区居民黄永振是一名

“老牌”志愿者，每天一大早他都及时

赶到核酸采样现场，担负消杀工作；

社区“五治融合 积分定优”模范家

庭成员赵志伟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腰疼

难忍，依然带上妻子张彩君参与秩序维

护，帮助查验“两码”、测量体温；

大学生志愿者张润参与核酸采样

信息录入工作，每天连续工作不少于 8

个小时，成为医务人员的有力帮手。

“每一名防疫人员都是一束光”“随

处可见的‘大白’与身穿红马甲的‘小

红’，让人踏实感动”……高效、有序的

检测秩序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称赞。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朱兰街道滨河社区防疫志愿者小记

“每一名防疫人员都是一束光”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5月 3日晚，

矿建街道张我庄村党员志愿者如往常

一样正配合平安综治人员开展常态化

巡逻，守护一方安宁。

近年来，该市切实扛稳防风险、护稳

定、促发展政治责任，激发基层治理活

力，统筹推进“三零”创建和县域治理、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各项工作，坚持人防、

物防、技防，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开展各类风险隐患大清查、大巡防、

大整治行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良好，于

2021年获评“平安中国示范县”，并成功

创建为“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市”，连续 11

年获评“河南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市、

区）”，公安、信访绩效考评以及法治化营

商环境指标体系考评均获全市第一。

为深化平安舞钢建设，该市以“三

零”创建为抓手，把平安创建作为“一把

手”工程，主要领导统筹安排推进；由

“三零”创建办牵头抓总，信访、应急、公

安 3 个工作专班履职尽责，实行“月会

商、季考评、定期督导”工作推进机制；

平安办将“三零”创建作为大分值指标

纳入平安建设工作考评体系，并扎实做

好综合协调、督导检查、考核表彰等工

作；确定辖区内 220 个村（社区）、1795

个企事业单位年底前创建达标率分别

要达到 70%以上、80%以上。

同时，各创建主体逐项对照创建标

准，动态跟进、清单推进，不折不扣将创

建任务落到实处。3个工作专班中，公

安部门牵头“零案件”创建，加大社会治

安防控力度，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探索推进“一村（格）一警一连”“警连融

合”联动机制，扎实做好预防打击违法

犯罪、重点人群管理、风险隐患排查等

工作；应急部门坚持隐患就是事故的思

维，加大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改力度密

度，发挥好“零事故”创建牵头推动作

用；信访部门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建设，扎实开展信访积案专项化解行

动，确保积案全部妥善化解。各创建主

体实行“四色”管理，对“三零”达标、单

项破零、破“二零”、破“三零”分别实施

“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管理，红色管理单

位实施挂牌督办，全方位、动态排查各

类风险隐患，逐件研判化解。

此外，该市按照“月会商、季考评、

定期督导”推进机制，推动各项部署落

地见效，建立多方式常态化督导机制，

不间断开展督促检查，对存在的问题，

跟踪问责问效，倒逼工作高效推进。

防范重大风险 化解矛盾纠纷

舞钢市以“三零”创建为抓手深化平安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5 月 8 日

上午，舞钢市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

议，就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进行分析研

判，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

该市要求相关部门必须深刻认

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

性，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机制，着力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严从紧抓

好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工作；坚持核酸

筛查不落一人，精准开展流调溯源，

加快隔离转运速度，加强集中隔离点

规范闭环管理，确保有力有效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该市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全面做

好隔离点储备工作，确保按照时间节

点保质保量完成改造建设任务；进一

步加强密接、次密接集中隔离管控措

施；积极完成“快转运”保障任务，为

下步疫情防控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抓

好隔离点规范管理工作，从严从紧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避免发生交叉感

染；严格做好交通卡点管控工作，严

防死守，做到知来源、晓去向，确保交

通有序、防疫有力、管控有效，切实把

好入口关；各乡（镇、街道）对中高风

险地区来舞返舞人员严格落实闭环

管理和居家隔离措施；加快完善疫情

防控“流、转、隔”一体化模式，实现疫

情防控工作“一盘棋”。

就舞钢市委党校、产业集聚区公

租房和二郎山景区宾馆等改建隔离点

工作，该市要求严格按照标准，进一步

研究论证规划设计方案，科学设计、合

理规划，切实保障隔离点改造建设到

位；严格落实“三区两通道”“单人单间

单卫”等规范要求，全面落实封闭管

理、垃圾和医废处理、个人防护和消毒

消杀等防控措施，确保高标准完成改

造建设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时

间节点，建立清单台账，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确保尽快完成改造建设，切

实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舞钢市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5月 7日，

记者从舞钢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根据当前该市疫情防控严峻复杂形

势，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求该市人

员非必要不离舞；确需离舞的，凭健康

码绿码，持有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纸质版、电子版均可）以及所在单

位（学校）证明或居住地所属社区证明。

舞钢市域外低风险地区人员非必

要不入舞；确需入舞的，须查验健康

码、行程卡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低风险地区人员入舞后立即进

行 1 次核酸检测，并遵守该市疫情防

控规定。

舞钢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 :

“非必要不离舞”

疫情防控是一场大战，也是一
次大考。

疫情无小事，防控靠大家。当
前，以最大的力量、最快的速度，在
最短的时间内圈住封死扑灭疫情，
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份答卷，合格
与否、高分低分，需要大家携手同
心、共同作答。

面对疫情，烈日下，有穿着厚
厚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微凉夜，有
沿街巡逻的执勤民警；风雨中，有
无数参与防控的志愿者。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向“疫”逆行、坚定付
出，默默撑起一片晴空、守护一方
安宁，令人感动、值得敬佩。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也没有
局外人，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就是
要当好疫情防控中的“普通人”，调
整配合状态。首先要以身作则，不
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性而为
之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规范化

要求，戴好口罩、不乱跑，搞好个人
防护，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给病
毒可乘之机；其次要顾好小家，不

“听之任之”瘫倒躺平，带动家人勇
于向聚集、抢购等行为说“不”，同
时引导教育孩子会节俭、讲卫生、
懂感恩，闲暇之余，精心做美食、耐
心辅导孩子作业，以家庭文明的

“小气候”聚力社会文明“大环境”；
守护“大家”义不容辞，不“随波逐
流”偏听偏信、造谣传谣，积极主动
宣传防控政策，发现、赞扬、传播

“真善美”，将目光聚焦外地农民
工、身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力
所能及施之以物质关爱、真心实意
赋予其精神鼓励，展示个人素质、
彰显城市温度。

事非经过不知难，特殊时期就
需要拿出特殊的精气神。疫情面
前，让我们当好“普通人”，期待疫
散花开、繁华与共。

杨德坤

当好疫情防控中的“普通人”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
董晓红 张云云）“‘五一’期间，累

计深入重点企业开展服务指导近

10 次，确保治污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5 月 5 日，舞钢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今年以来，该市生态环境局持

续开展“办实事、解难题、惠企业、促

发展”活动，念好“勤”“柔”“简”三字

经，确保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实。

念好“勤”字经。该局始终牢

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构建

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政策

环境和服务环境，定期由一把手带

队到相关企业进行帮扶指导，帮助

企业解决绿色发展、污染防治等突

出问题，当好企业“服务员”，积极

搭建与企业交流沟通的桥梁。

念好“柔”字经。该局坚持一

体化、全方位执法模式，借助技术

手段，准确掌握企业真实情况，突

出帮扶主线不放松，扎实推行柔性

执法，一次性告知企业存在的所有

问题，避免频繁打扰企业。

念好“简”字经。在环保行政

许可等事项上，该局进一步精简流

程服务，全部实现网上申请和办

理，实现了“一网通办”，做到“能减

不繁”“能快不慢”“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

舞钢市念好环保“三字经”助企解难题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5 月 5

日，记者在位于舞钢市钢城路一侧

的朱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现

场看到，工人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加紧施工，确保工程项目

在今年汛期到来前如期完工。与

此同时，枣林镇辛集村河道治理、

八台镇王老虎村前后泥河综合治

理、庙街水库交通桥修复项目工程

等多处水毁工程在同步施工。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该市牢牢把握防汛备汛主动权，在

水毁修复工程推进中，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统筹做好

防汛备汛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该市充分认识水毁修复工程对

防汛工作的重要意义，集中力量抓

好水毁工程的修复工作，在源头上

增强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统一思

想、统筹协调、协同作战，按照时间

节点，结合实际制定好修复方案，分

门别类，实行任务清单化，进度图表

化，全力保障工程快速推进。

同时，该市坚持对水毁修复工

程科学规划，做到水毁河道、水库、

道路统一规划、统筹推进。相关部

门强化工程建设领域的管理与技

术指导，从水利项目的设计、图审、

招标、施工、监理及验收各环节入

手，实行过程管理、重点监督，严把

工程建设质量关，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分门别类 挂图作战

舞钢市加快水毁修复工程建设

“新水井出水量大、水质好，慧

锋为大伙儿做了件大好事。”5月 8

日，杨庄乡龙泉村三岔口自然村新

水井竣工通水，村民口中称赞的是

从该村走出去的“新乡贤”——郑大

一附院主治医师袁慧锋。

龙泉村位于杨庄乡西南约 3

公里，村子因泉水得名。三岔口自

然村原本有一口自备井，因年久失

修供水时断时续。村民袁国涛回

忆，过去喝水要看天：“天气好泉水

清澈，天气不好水浑浊，如果干旱

就没有水。”像城里人一样能随时

喝上清澈的自来水，是三岔口自然

村村民的共同愿望。

生在龙泉、长在龙泉，喝着龙

泉水长大的袁慧锋心里时刻牵挂

着家乡的父老乡亲。2020 年底，

河南省启动省县医疗对口帮扶计

划，袁慧锋第一个主动请缨报名回

到家乡医院驻院帮扶。

今年 4月，细心的袁慧锋在一

次回乡探亲中听说村里的水井年

久失修供水不足，乡亲们正在为吃

水犯愁，当即与龙泉村党支部书记

陈延超联系，希望由自己捐资、村

里拿出打井方案，解决村民吃水难

问题。

“我们经过核算，整个打井工

程费用需要两万元。在慧锋的帮

助下，4月 28日工人进场施工，5月

6 日联网通水，全体村民都记得慧

锋的好。”陈延超说。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杨志国）

一口新井载乡情

5月 8日，滨河社区居民在钢城路一侧集中检测点进行个人信息登记。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5月 9日，舞钢市农业农村局首
席科普专家创新工作室组织技术
人员在枣林镇喜庄村开展“全国红

薯新品种区域实验”栽种活动，及
时将新培育的 60 多个品种的红薯
苗分发至农户手中。 杨浩放 摄

种植红薯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