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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转运工作人员的“临时儿子”
本报讯 （通讯员 冯旭） 近日，龙游顺创公交

有限公司驾驶员李萍 70 岁的母亲因发生电动车
事故扭伤脚踝，行动不便，无人照顾。由于自 3 月 6
日以来， 李萍就被抽调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参与
转运工作，至今未归。

县交通运输局疫情转运隔离组副组长钱志刚
得知情况后， 每天完成 15 个小时以上繁重的转
运任务之余， 都会挤出一小时去看望李萍的母
亲，陪老人家聊天谈心，为她送去水果零食和儿
子顺利完成任务的好消息。“疫情当前，李萍在
前方顾‘大家’， 那我就在后方替他守好“小
家”。 ”钱志刚说。 不仅如此，其他组内工作人员
因参与防疫工作无法兼顾家庭， 钱志刚都会力所
能及地提供一些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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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疫单位”创建⑥

本报讯 （记者 徐月） 湖镇镇位
于衢州、金华两市交界处，地理位置特
殊，人员流动频繁，在一定程度增加了
防疫工作的困难和挑战。连日来，湖镇
镇精心部署，抓深抓细疫情防控工作，
全方位、 多举措推进各项防疫措施落
实，全力以赴守好“东大门”。

日前， 在湖镇镇 315 省道兰贺线
童村疫情服务点，从金华方向来龙的车
辆有序驶入检查车道，身穿防护服的工
作人员对司机和乘客逐一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核酸检测报告等，现场车
辆多而不乱，忙而不漏。

“给您车身贴上湖镇的‘绿卡’贴
纸，就可以顺畅通行了。 ”在车辆通过
查验后， 工作人员都会为车子贴上一
张湖镇专有的“简易通行卡”，确保车
辆在湖镇范围内顺畅通行。“每条车道
上有 4 个检查点位同步进行检查，贴
上‘绿卡’，可以让后方工作人员清晰
分辨车子是否已查验。”该镇常务副镇
长王鹏介绍，315 省道服务点上日均
检查货车、 私家车等达到 7000 余人
次，使用“简易通行卡”，既提高车辆的
检查效率，又较好地避免了交通拥堵。

为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横到边、纵
到底”，湖镇镇由班子领导带队深入一
线，联合交通、公安、结对部门的工作
人员、医护人员、志愿者等 80 余人，按
照作战指挥图定岗定职、挂图作战，每
天 4 个班次轮换， 实现 24 小时值守。
王鹏说，对于未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
证明的人员， 服务点还设有核酸采样
区，提供现场采样服务。

作为我县工业重镇、经济强镇，湖
镇镇严格落实网格联企制度， 一手抓
防疫、 一手抓经济发展，40 名联企干
部紧密联系辖区内 120 余家企业，积
极下沉企业摸排调查。当天上午，该镇
工业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吴骏来到恒
祥小微企业园， 详细了解小微园内近
期货物运输、消杀、员工管理等疫情防
控工作。“在企业疫情防控群中，转发
各类疫情中高风险划分区域。 督促企
业守好‘小门’，让企业及时摸排上报
往来客户和物流及返岗员工的信息。”
吴骏说，通过提前报备、研判，确保企
业相关货物顺利通过县内各查验点，
减少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损失。 信息及
时共享和 24 小时的暖心服务，让恒祥

小微企业园办公室主任曹桂华连连点
赞，“当企业不确定哪些地区的货物原
料是否可以运过来时， 网格员都会第
一时间告知我们如何处理。 甚至半夜
找他们，也会及时得到准确回复。 ”

织密一张网，守好一道门。在湖镇
镇东金村，网格员徐建英骑上电动车，
给村里的一户居家隔离人员送去被
褥。据悉，该户隔离人员于 4 月 1 日返
龙， 经过行程摸排、 登记， 需实行
“7+7”居家隔离。 徐建英表示，在村服
务点 24 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对外来
返村人员要求他们“三查一扫”，及时
摸排管控，守好村级“小门”。

湖镇镇党委委员郑伟芳表示，下
一步将持续加大对来龙返龙人员的摸
排管控，在村口、路口等醒目位置张贴
提醒通知和宣传海报， 实行“线上 +
线下”精准摸排，引导重点人员及时、
主动进行登记报备，扎实做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全面实现来龙返龙重
点人员“不漏查一人、不漏管一人”。

筑牢“防控墙” 守好“东大门”

连日来， 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溪口分局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的市容管理方
法，重点对老街、公园、广
场、桥面、工地及河道沿线
等地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集
镇市容干净、整洁、有序。

通讯员 秦回涛 文/摄

“红色金融力量”战疫情
本报讯 （通讯员 应菲） 村庄是疫情防控的

基础单元。 近日，龙游农商银行横山支行等向所在
地村“两委”捐赠茶杯、口罩、纸巾等抗疫物资，关
心慰问防疫工作人员， 员工们还主动担起了红马
甲志愿者补充执勤力量。 此外，该行还积极动员遍
布城乡各地的乡村金融信息员兼“丰收驿站”站长
等，以“红色金融力量”注入乡村疫情防控工作队，
带头执守出入口，全力做好日常登记排查、卡点值
守、重点监测、宣传引导等工作，确保排查管控、核
酸检测、应急处置等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培养年轻客户经理
本报讯 （通讯员 宋予忱） 近日，龙游农商银

行各支行有序开展客户经理培训活动。
据悉， 该行通过各部室制订培训计划培养年

轻客户经理独立分析的判断能力和办贷能力；通
过小班化培训提升年轻客户经理业务水平； 通过
单独谈话了解年轻客户经理的心理动态； 强调贷
款调查应以客户有适销对象的产品、 自身资金投
入到位为基础，重视第一还款来源，同时核实第二
还款来源的弥补作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

“关键小事”云办理
本报讯 （记者 傅程） 近日，记者从县发展和

改革局获悉，随着浙里民生“关键小事”上线，群众
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能在“浙里办”APP 线上办理

“出生”“入学”“就业”“生活”“救助”“养老”六大类
50 项“关键小事”。

据介绍，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重大
应用是我省数字化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 通过
运用数字化技术和理念，让数据高效“跑腿”，不
断提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高频次、 高权重的
服务领域小事“省心办”“快速办”“无感办”，解
决民生难点堵点热点问题。“我们还开通了‘关
键小事’体验员通道。 ”县数字社会推进办工作
人员夏嘉琦说，“在办事过程中发现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可通过‘小事体验员’的反馈意见，我们
将充分吸收， 不断提升智能速办水平和群众的
便捷度、满意度。 ”

◎小县大城 共同富裕

本报讯 （记者 吴晓龙 实习记者
童丽琦）“资料没带全，回去以后再补
一下。”“有几户单身证明没有开来，你
们再催一下。”前不久，石佛乡的“小县
大城 共同富裕”农民集聚转化产权联
审会正在召开，全乡 10 个行政村带着
有意向搬迁的农户资料前来审批，为
接下来的搬迁工作做准备。

据了解， 在石佛乡对农民集聚转
化工作响应最热烈的莫过于大力山
村。该村下辖的 20 多个自然村散落山
间，共有村民 1000 余名。 村党支部书
记、 村民主任黄金土介绍， 本次共有
84 户提交搬迁意向书，对于总户数只
有 384 户的大力山村来说已经是不小
的数字了。

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 驱车来到
大力山村的张家山自然村，被疫情“困
在” 大山里的王小军正在老房前享受

着阳光。看到记者的到来，他直夸农民
集聚转化的政策好，“老父亲常年一个
人住在这里，夏天有山体滑坡的危险，
冬天还要担心大雪压塌老房。 搬下去
以后我和哥哥也能更好地照顾他了。”
王小军还算了一本经济账，“这个老房
子又不值钱，进城买了商品房，我们家
的资产也增值了。 ”

77 岁的大力山村村民张爱花也
期望着搬到山下：“我年纪大了， 两个
孙子都在外面上学， 儿媳要时常上山
照顾我，也不方便。 ”想和亲人团聚的
心打败了她对家园的留恋。当然，对于
安土重迁的老年人， 大力山村也有办
法，黄金土表示，他们计划尽快建设居
家养老中心， 让孤寡老人享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

“这次县里推动的农民集聚转化
工作， 对我们大力山村来说是非常难

得的机遇。 ”黄金土表示，大力山村 20
个自然村中有 18 个“萎缩村”，目前实
施“只拆不建、只出不进”的政策，因此
村民的下山搬迁意愿非常强烈，“通过
农民集聚转化， 我们能够实现整村搬
迁， 而且乡政府还承诺将宅基地复垦
收益的大头让利给村民， 这就更是扫
清了大家‘没钱搬出去’的顾虑。 ”

大力山村只是石佛乡推进农民集
聚转化工作的一个缩影。“这项工作是
一个惠民工程，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重要抓手，我们一定要推进好。 ”石佛
乡人武部长许成介绍，乡里通过“一村
一张图”打造有形抓手，制定“一村一
政策”实现精准补贴，再组建“一户一
团队” 保障有序搬迁，“我们要把这项
工作的政策宣传好、发动好，更要落实
好，让百姓能够搬得出、稳得住，一起
奔向共同富裕。 ”

把“晴空万里”搬进农民心里

爱心捐赠 抗击疫情
本报讯 （实习记者 何璐瑶） 日前，浙江德辉

食品有限公司为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了一批物
资，希望能为县里的防疫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据了解， 此次企业为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
了 200 箱价值约 5 万元的物资。 公司总经理黄雪
梅表示，这次疫情形势严峻，全县上上下下都在为
疫情忙碌，“德辉食品” 作为本土企业也希望能尽
一份绵薄之力，祝愿衢州和龙游早日击退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