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新闻统筹 刘建谠

4 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陈丽芳 E-mail:sqrbxq@163.com 虞城新闻

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李林林）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严峻复杂，虞城县住建
局将项目工地监管作为重点工作，定岗定
责，压实责任，统筹兼顾抓好扬尘污染治理
和疫情防控工作。

严防严管，精准落实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措
施。该局扬尘办坚持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持
续指导督查各施工现场，压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组织巡查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要求参
建各方做好工地出入口防控台管控，进出人员
实名制登记、扫码、测温，以及施工现场每日
两次消杀等防疫工作，确保防疫措施落实到
位。对不符合防控要求的项目即刻提出整改意
见，并要求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严查严抓，推动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常态管
控。坚持施工现场扬尘治理管控精细化理念，
组织人员对建筑工地进行地毯式巡查，重点对
围挡设置、易起扬尘建筑材料覆盖、裸土覆
盖、喷雾设置，以及施工道路硬化处理等降尘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目前疫情形势严峻，虞城县住建局上下
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确
保住建领域行业从业人员、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虞城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刚丰
表示，今后该局将进一步督促和指导住建系
统各部门严格落实污染防治和疫情防控工作
监管责任，加大检查巡查力度，压实主体责
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于整
改措施不落实、降低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管控工作标准、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不到位的工地，要责令其停工整改。全
面加强扬尘控制和疫情防控的综合整治，确
保生态环境及安全生产环境秩序井然。

虞城县住建局

疫情扬尘“双防控”

“疫情期间，请关照好自己和家人，如果老家有需要帮忙的
请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们会帮您解决，如果必须要回家，请提
前 3天报备，我们会接您到隔离点，隔离期满后，我们接您回
家。目前家乡的油菜花正在盛开，家乡人民安好。”

日前，因疫情原因在上海隔离的虞城籍百姓都收到了这条
家乡党委书记发来的短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微信号和手机号。

虞城县刘集乡有人口 5.3万，其中常驻人口只有 2万余人，
另外 2万多人均在江、浙、沪一带务工。这次上海疫情形势严
峻，家乡也受波及。乡党委书记杨保华的短信让大家吃下定心
丸，让大家倍感温暖。

“我在上海居住五六年了，家里也没什么需要帮助的。能收
到家乡领导的关心，我还是感到很欣慰。”在上海隔离的刘集乡
村民刘爱明说。

杨保华说：“其实我们也是在落实县委的号召，给在上海、
吉林的老乡打电话、发短信。虞城县25个乡镇党委书记都在这
样做。”

据杨保华透露，上个月他们还接待了从上海返乡的群众。
有的群众害怕返乡后，会有什么强制措施，所以他发短信的另
一个目的就是解释好目前的防疫政策，不要让群众产生恐惧心
理，提前3天报备，都有免费隔离。

在接到短信后，不少群众也的确向他们反映，家里老人年
龄大需要照顾，目前回不去还怕耽误农时。杨保华想办法尽量
安抚：“村干部全力组织义工帮助解决问题。”

“您好，这里是刘店乡人民政府，我是乡党委书记梁大建，
请问您在上海现在怎么样？家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如果打算
回来，千万要提前3天报备。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日前，该县
刘店乡党委书记梁大建主动与在上海的务工人员联系，询问其
情况，关心其状况，叮嘱其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情不用担
心，有任何事党委政府来帮忙解决。据了解，虞城全县25个乡
镇全部行动起来，用手机建立微信群，与在外务工村民沟通，
询问务工情况，传递家乡关怀，告知回乡事宜等。

“家乡的一通通电话让我们这些在外务工人员心里有了依
靠，更坚定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刘店乡张庄村在沪务工人
员李汉青说。

“需要家乡帮忙的打我电话”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春光烂漫，虞城气温也开始走
高，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压力也如气温一样不断攀升。

正在加油站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的
虞城县县长孙虎介绍说，近期发生的
中高风险疫区返虞货车司机不报备、
不配合，隐瞒行程、不接受管控，以
及从高风险区返乡翻越高速路围档躲
过卡点值守人员下高速，这些行为暴
露出虞城防疫政策宣传不够，返乡人
员对隔离政策理解有误，倒逼虞城采
取更接地气的方法推动防疫工作。

防疫宣传深入人心

“正如《家书》所言，家乡永远
是在外虞城人的温馨港湾。”在上海
创业的城郊乡村民孙登峰看了《给在
外地创业的虞城老乡一封家书》视频
后，这样给记者留言。

“我们利用宣传优势，通过新闻媒
体、通讯员、志愿者、基层防控人员等，

‘线上+线下’同步策划宣传防控政
策、防疫知识，报道各部门、各行业疫
情防控举措，发动群众筑起防护墙。”
虞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文亮说。在
虞城网、云上虞城开设专栏，充分利用
微信、视频号、抖音、微博、公众号等媒
体，启用流动宣传车、村头大喇叭、志
愿者小喇叭等播放《关于严格履行法
律义务维护常态化疫情防控秩序的通
告》《关于疫情防控 30种违法违规行
为及法律后果》，将防疫科普知识和正
能量故事传达至群众心里。

“听到‘虞城永远是您温馨的港
湾，随时欢迎在外打拼的您回家！’
的声音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孙登
峰在电话中说，自己要把家乡的呼唤
转发群里，倡导老乡近期非必要不返
乡、返乡必报备。返乡后主动配合落
实防控措施，护佑好我们的家园。

精准排查心里有底

“通过精准排查，在外人员底子清
了方向明了。”虞城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负责人周熠林说。该县有 295600 人
在外打工或创业，其中上海 17942人、吉林省 183人；有驾驶证B2

以上司机 47107人，大货车、大巴、厢货等司机 4607人；以村为单
位、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群主建立了在外人员微信群、司机微信群，
进行视频或位置共享，转发防控政策、措施和动态。

“我们按县里要求以村为单位精准排查、澄清了在外人员、
大货车司机和车辆底数，台账精确到街道、小区和门牌号，这
几天将接回230名在外采茶返乡人。”正在卡点检查工作的界沟
镇党委书记许诺说。该镇针对在外人员、大货车司机和车辆底
数以及来返乡人员绕道躲避村级卡点等问题，责令村干部随时
关注在外人员动向，以视频或位置共享加强监督，从实从严从
细实施企业分类管理、村民持证出入，发挥货车监测服务队及
哨点作用，以“外防输入”。

在外人员内心暖暖

刘集乡疫情防控指挥部接到群众报备：4月 7日将有 37名
刘集乡人和其他乡镇的16名采茶人员统一乘坐大巴车从浙江省
安吉县返乡。乡党委书记杨保华斩钉截铁地说：“欢迎回家。”

该乡立即召开专题探讨会，成立应急专班，由县领导任总
指挥，返乡人员基本信息同步上报县指挥部，向涉及乡镇沟通
反馈有关信息，确立了点对点对接，全程联络、交接闭环，落
实“5+1”迎接程序，同时设立消杀、居家健康监测专班组，
召开涉村党支部书记会议，从细从严落实闭环防控措施。

刘店乡以“温馨电话”暖了在沪创业务工人员的心。上海
暴发疫情以来，该乡第一时间排查在沪人员，建立台账和在沪
人员微信服务群，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乡党委书记梁大建、乡
长张海珍及各战区指挥长主动联系，用电话送去家乡的惦念，
在微信群传阅《刘店乡致外出务工人员的一封信》，不间断解答
疑虑，让正处疫情高发区的在外人员感受到老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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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反弹以来新冠疫情反弹以来，，县委组织部强化了县委组织部强化了‘‘堡垒堡垒’’作用作用，，让党员走在前让党员走在前，，并团结各类并团结各类
力量共同参与力量共同参与。。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加入到抗疫的队伍中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加入到抗疫的队伍中，，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感到十分荣幸。”。”日前日前，，在虞在虞
城县马牧集老街的疫情防控卡点城县马牧集老街的疫情防控卡点，，志愿者张锦红说志愿者张锦红说。。

近来近来，，虞城县委组织部坚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攻坚成效的重要虞城县委组织部坚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攻坚成效的重要
战场战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县决策部署上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县决策部署上，，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改进工改进工
作作风作作风、、提高工作能力提高工作能力，，积极推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积极推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
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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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基层党组织更有战斗力
——虞城县在疫情防控实践中锤炼能力作风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张玉东 宋伟

“我们按照上级要求，每个村口只设立一个出
入卡点，村‘两委’、党员和志愿者轮流 24小时值
班。”日前，大杨集镇葛庄村党支部书记葛威说。

该县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建立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体系，筑牢疫情防控铜
墙铁壁。坚持疫情防控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就
建到哪里，在疫情防控卡点、隔离点、社区网
格等关键地点及时建立临时党支部723个，建立
战时“吹哨报到”机制，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组织动员546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主动配合乡、村两级党组织，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协助村组干部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
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形势和政策。同时建立县
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片、乡干部包村、村
干部包组、党员包户“五级包干”制度；搭框
架细化网格单元，全县 25个乡镇成立 610个村
级网格，2257个基础网格，网格管理员全部由
党员担任，形成联防联控、联防联保、相互监
督的闭环模式。成立疫情防控督查组，压实主
体责任，每天调度通报督查情况。

“战斗堡垒”建起来

“不好意思，你的健康码显示来自高风险
区，按照我们当前的防控政策，请按原路返
回。”在连霍高速虞城县刘店出入口，党员杨杰
正指挥过往司机落实防疫措施。

全县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成立党员突击
队和党员志愿服务队125个；以社区疫情防控实
际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双报到”，组织县直
机关和事业单位 536名在职党员干部到社区报
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设置党员先锋岗，建
立 24小时全天候排查登记和轮班值守制度，推

动防控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加强对疫情防控
一线党员干部的关爱激励，建立健全一线人员
轮休调休制度，积极开展谈心谈话、健康体检
等；坚持在疫情防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勇于
担当、表现突出的，优先提拔使用，符合晋升职级
条件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晋升职级。大力选树先
进典型，通过“虞城党建”微信公众号、虞城网等
平台和媒体，及时推送宣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事
迹，引导基层对标先进、汲取力量。

党员干部带起来

“我们爱心公益协会中的许多人都自觉参与了
全县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们都是以志愿者身份从事
现场服务工作的，也是为这次抗疫出力。”正在城
关镇社区组织群众做核酸检测的县爱心公益协会会
员李军启说。

连日来，虞城县委组织部构筑“党建引领、多
方共治”新路径，充分发挥群团作用，先后发出
《疫情在前筑牢堡垒 使命在肩党员先行倡议书》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的倡议书》《致全县广大团员青
年的倡议书》《致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的倡议书》
等多封倡议书，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该县号召各个企业，切实担负起社会责
任，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捐
赠活动，为防疫一线赠送口罩、酒精、面包、火腿
肠等物资，捐款捐物 5 余万元；实施“红色物
业”领航行动，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小区出
入口值守，抓好流动人员管控，配合社区科学有
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广大
群众进一步了解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防疫政
策等。

截至目前，虞城县共成立了 27支疫情防控青
年突击队，组织动员团员青年 2000多人，协助信
息排查、流调溯源数据量1万余条，挖掘团员青年
典型20余人。

同时，该县还号召全县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
助力疫情防控。他们组建了老干部老党员志愿队，
成立老干部老党员疫情防控小组 65个，他们主动
参与把守关口、出入登记、人员排查等。此次疫情
防控中，该县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们带头彰显了党
员先锋本色。

各方力量聚起来

在虞城河南润达建筑有限公司，上班的
工人正在检测体温。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4月11日，记者在虞城县城郊乡郭土
楼村拍摄到的人工湖景观。近年来，该村改
造废旧坑塘，引水入村，打造水景观，改善
了人居环境。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4月11日，春暖花开，虞城乡村多
处河道水清草绿、花开两岸。付绍军 摄

▶虞城县根雕艺人谢新平除了喜爱根
雕艺术，也喜欢种植花木，图为他家的小
庭院。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