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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黄少
华）“感谢龙塘镇‘商丘好人团’带来了这
么多慰问品，又帮我们值勤守岗一上午，
谢谢你们！”4月 19日上午，在民权县龙
塘镇政府疫情防控哨点上，镇党委组织
委员许烨莉向前来慰问的该镇“商丘好
人团”副团长张莉莎连声致谢。

据许烨莉说，由于我们值勤人员不
足，出入检查口车辆排成了长龙。正当

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张莉莎
率领龙塘镇“商丘好人

团”前来慰问，见我
们人手不

足，马上加入我们的值勤队伍。在龙塘
镇“商丘好人团”的协助下，长龙般的车
队很快疏通了。

龙塘镇“商丘好人团”负责人张莉
莎说，我们龙塘镇“商丘好人团”成立于
2020 年 3 月，现有 8 名成员，我们的服
务宗旨是弘扬雷锋精神，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践行新时代文明新风尚，发挥
榜样力量感召更多人追求真善美，营
造仁爱善良、文明道德良好氛围，让龙
塘镇处处遍开“好人花”，把龙塘镇打
造成“好人之镇”。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突袭，龙塘镇
“商丘好人团”成员积极宣传防控

政策，踊跃投身于乡镇防控抗疫一线做
志愿者活动中，为“商丘好人”这面道德
旗帜增光添彩。“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我们能像镇干部、执勤干警一样日夜守
岗，保护百姓生命安全，也非常欣慰。”好
人团成员李海梅说。

“新一波疫情发生以来，每周都有
‘商丘好人团’成员来卡点协助干部值
勤，以张莉莎、马绍锋等道德楷模组成的

‘商丘好人团’是龙塘镇精神文明建设的
丰硕成果。”该镇党委副书记金江红说。

龙塘镇

“商丘好人团”“疫”线做奉献

他，佩戴党员徽章、以卡点为
家、以过往车辆为伴，带领公安干
警、乡村干部和志愿者日夜坚守在
310国道疫情防控服务点，时刻守
护着商丘的“西大门”，用温暖而
坚定的力量，守护万家平安，牢牢
构筑了一道外防输入的坚固防线。
他，就是民权县双塔镇政府党员干
部冯先贺。

310国道防疫服务点是西来车
辆和人员进入民权县的第一道防
线，也是外防输入的第一道关口。
今年 1月郑州疫情反弹，双塔镇为
筑牢疫情防控“前哨”，镇政府派
遣年仅 34岁的党委组织委员冯先
贺，镇守在民权西大门 310国道防
疫服务点。为了守好这扇大门，当
好疫情防控“守门员”，他首先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设置了党员先锋
岗，并召开了动员会，凝聚抗疫一
线党员力量，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
线飘扬。

春节前夕，是一年中最冷的时
节，310国道防疫服务点四周没有
任何遮挡物，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
脸上，特别是深夜值守卡点，穿着
棉衣、绑着护膝也挡不住刺骨的寒
风，冻得浑身冰凉。这一时期是务
工返乡的人员、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和货运的高峰期，每天车流量有
1800 多辆，车多人多情况极为复
杂。但是，在冯先贺的时间表上，
测温、扫码、登记、查验核酸证
明，抗疫前线疫情防控程序一个都
不能少。

“您好，请把车靠边停下，下
车测量体温，扫一下健康码和行
程码，并登记相关信息。”这是冯
先贺和他的团队每天重复数百次
的话语。他不辞辛苦，无论白天
夜晚，都在车流中穿梭，不厌其
烦地做着疫情防控的规定动作。
按照“逢车必查、逢人必验”的
原则，查验所有入境车辆驾乘人
员的的行程码、健康码和 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详细记录车牌
号、驾乘人员身份、健康行程信
息，不漏一车、不漏一人。同
时，他还耐心地向司乘人员宣
传、解释相关防疫政策，对于不
符合通行条件的车辆，耐心劝返，确保精准管控形成有效
闭环，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复杂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工作量，有时站一天累得
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这些都没有使冯先贺退却
半步，而是更加坚定了他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他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带头冲锋陷阵，让胸前佩戴的
党员徽章在疫情防控前线的阵地上闪闪发光。”

哪里疫情防控任务最重，哪里就有冯先贺奔波的身
影。今年 4月，民权县在民权高速服务区设置了防疫服务
站，他又兼任代班领导，他积极引导车辆、人员进行“三
码”查验和相关信息登记，严格、精准、高效做好来
（返）民人员、货物、车辆的排查管理。

重任在前，责任在肩。冯先贺说：“守一道防线，只为
护一方健康。”他从去年 8月起，在 200多个日日夜夜里，
始终坚守在防疫“前哨”。冬日的寒风刺骨、秋日的蚊虫叮
咬都没有动摇他的坚定信念，一心扑在疫情防控上，有时
一个多月也不回家一次，妻子心疼地责备他说：“你把自己
卖给疫情防控服务点了，防疫帐篷成了你的家了？”即便是
面对家人的心疼责备，他依然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精准
落实全县疫情防控各项要求，从严从紧守牢“外防输入”
关，用执着的坚守，用实际行动，换得了更多人的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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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
自力） 连日来，民权县一般性临街门
店、小型商场、理发店等与居民生活相
关的经营场所有序恢复开放。

4月20日，在花园乡集镇区文化路
的一家凉皮店，前来购买凉皮的居民络
绎不绝。“我们昨天开始营业的。”工作
人员介绍，现在只能外带，不能堂食。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商家用桌子挡在
门口，让顾客在门外扫码、登记、测

温，在店外排队、扫码付款并取餐。
“其实封控期间啥都不缺，但还是馋这
一口，今天路过就赶快来买一碗凉皮过
过瘾。”正在排队购买的居民朱宏伟说。

自 4月 19日以来，民权城乡餐饮、
理发和电器商超等经营门店在落实好各
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陆续
开门营业，并通过合理措施控制客流。

在花北街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店内
悬挂着各类夏装，店员们正忙着上货。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顾客进店前
都要查看健康码并测量体温。”服装店
负责人说，店内所有工作人员都按照要
求全程佩戴口罩，在顾客较多时提醒大
家不扎堆。

居家多天，理发成了不少居民的
“头”等大事。在民权县科研路一家理
发店，老板正忙碌着为顾客理发。“我
们对店里进行了全面消毒，也会持续做
好清洁消毒工作，为顾客提供安全舒适
的服务。”

据了解，为确保经营场所正常安全
开放，民权县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经
营商户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查验，并随时
检查其口罩佩戴情况，确保经营场所正
常、有序、安全。

民权县

有序恢复居民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朱士刚）“妈，您放
心吧，我在家隔离不寂寞，村里给俺送来了《居家学习
大礼包》，内容可丰富了，我正在家里学嘞！”4月 20日，
民权县北关镇吴庄寨村民潘艳丽与母亲视频时说。

在这次疫情防控战役中，民权县北关镇除了按要求
做好常规动作之外，他们把全镇的39名网格长和160名网
格员充分利用起来，重点为居家隔离人员服务，帮助隔
离人员购买生活用品、食品、药品，满足他们的生活需
求。为解决隔离人员隔离期间生活枯燥乏味造成思想情
绪不稳定等问题，该镇组织有关人员编写整理了一本内
容涵盖疫情防控、心理疏导、法律法规、安全生产、防
范诈骗、预防犯罪、农业科技、事务办理、生活常识、
反邪教、防溺水及强身健体等方面 30多项内容的《居家
学习大礼包》，印制以后发放到每个居家隔离人员的手
中，为他们添加了一份丰盛的“文化大餐”，使隔离小院
充满了书香味，把隔离场所变成了学习课堂。

该镇党委书记王斌介绍说:“这些返乡人员大多都是
在外的创业者和农民工，他们不但承担着一个家庭的重
任，而且还是我镇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我们利用居家隔
离的时间为他们充充电、镀镀金，等隔离结束后，能够
马上进入状态，为家乡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北关镇

隔离不隔爱 书香送温暖

他，中等身材，黝黑脸庞，彰显着曾经
拼搏的辛劳；头发黑亮，眉毛上扬，时
刻透露着沉稳；目光炯炯，闪着智
慧，谈吐思路清晰，又极富哲理。
他就是民权九都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苏伟。

苏伟从白手起家到目前拥有
千万元资产的生猪屠宰企业，多
年的艰辛创业唯有他铭记于心。

1975 年，苏伟出生在梁园区
观堂镇苏堂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
和众多农家子弟一样品尝过穷苦年
代艰难岁月。1998 年，他在焦作职
工医学院毕业后，想到家乡的就医条
件困难，毅然放弃在外工作的机会，回
到家乡做个村医，服务于周边乡亲，一干就
是10年，直到乡村医疗条件改善后，他又有了更
大的抱负。

2008年至2011年，他弃医从商，与人合伙开过服装
加工厂，经营过食材销售，但都因经营不善落了一身债
务，他卖掉了房子、车子，还完债务，已是身无分文，
2011年，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在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租了摊位销售冷冻猪肉。

2012 年，他从杭州一家肉食品加工企业销售员做
起，逐步积累处世经验和经商门道。2015年，利用积蓄
在杭州开了一家冷冻肉食品门店，由于他诚信经营、优
质服务，生意越做越大，逐步成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
又开几家连锁店，组建了销售团队和物流车队。但是，

苏伟由于没有自己的加工企业，经营的肉食
店经常出现“断货”现象，生意上游产
品的进货制约了连锁门店的发展，苏伟
就想拥有一家自已的屠宰加工企业，
这样就可以保证进货渠道的顺畅，
生意链条越拉越长。

2018 年初，借助政府招商引
资的东风，苏伟返乡投资创业，
在民权县购置一家废弃工厂，他
带领员工埋头苦干，改造车间、维
修设备、改善环境，短短半年一个
现代化的屠宰加工企业矗立在高新

区的东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帮
助下，生产销售很快步入了快车道。经

过两年的发展，如今，民权九都食品有
限公司建成了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和设备，装

配了先进的生物实验室，办公楼焕然一新，厂区
绿树成荫，亮化璀璨生辉，环保5000吨级新冷库已建成
启用。

苏伟勇于尝试，积极推动农牧产品规模化、标准
化、精细化深加工，拉长了畜产品的产业链，提高了畜
产品的经济效益，带动了一大批农民工就业。2020年12
月，民权九都食品有限公司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农
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成为河南省屠宰行业一颗耀
眼的新星。

2020 年，正当企业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的关键时
机，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卷土而来，给屠宰行业带
来很大的冲击，民权九都食品有限公司也和全国的大多

数企业一样，经历了几次停产放假、复工复产的重创。
2022年春，新冠病毒新变异株奥密克戎卷土重来，苏伟
的公司不得不再次停产放假。但是即便如此，苏伟首先
想到的是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以个人名义
为疫情防控累计捐款现金50万元，还筹措价值约30万元
的酒精、消毒液、口罩等物资，送到了疫情防控一线。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是苏伟的口
头禅。他在每年的企业招工中，他都安排人力资源部门
的负责人，优先招收民权及周边县的农民工来厂务工，
让乡邻们不再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外出务工，让农民群众
家门口当工人拿工资。

一个人不能只为了自己而活着，来到这个世上总要
做点对身边人有益的事，这是苏伟追求的人生信条。3年
来，他带头支援家乡观堂镇苏堂村建设，为解决苏堂村
道路破损、路灯不亮的难题，苏伟出资近 100万元为苏
堂村整修路面、安装太阳能路灯，在他的带动和感召
下，同村其他外出务工人员也纷纷慷慨解囊，为家乡的
父老乡亲办实事、解民忧。

付出终有回报。苏伟的心血和汗水得到各级各界的
认可，2020年8月获得商丘市“红十字奉献奖章”；2022
年 1月，当选为民权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2022年 2月，
获得民权县高新区建设发展工作“优秀企业员工”；2021
年获得“商丘市梁园区劳动模范”； 2022年 2月获得民
权县招商引资“优秀企业员工”。苏伟所带领的民权九都
食品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获得“民权县 2020年度食品
安全经营管理先进单位”；2020年 12月被河南省人民政
府评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2021年纳税111
万元，企业登上了民权县纳税光荣榜，在民权县经济工
作会议上，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隆重表彰。

历 经 坎 坷 成 大 道
——记民权九都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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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民权县南华街道办事处贸西社区平安民权网格巡查员王梅正在陇海巷疫情防控服务点向
群众发放亲民联系卡。该办事处志愿者服务员、基层社工、平安民权网格巡查员、物业保安员共驻社
区联防，为群众排忧解难，筑牢疫情防控墙。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苏伟苏伟 （（左左）） 将将 55 万元万元
现金送到了县红十字会现金送到了县红十字会。。

4月20日，民权县人和镇内西村的村民在给小麦浇水。该
村在县民政局的驻村帮扶下，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利用微信
公众号、大喇叭广播等形式，科学开展小麦春季田间管理和农
机、农资等服务，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4月21日，民权县新化涂料有限公司的技术工人蔡长青在
查看客户产品的喷塑情况。今年46岁的蔡长青原来在广州东
莞新科电子厂工作，2016年返乡后到该公司上班，从事配料和
打样工作。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