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一摸清底数、宣传防疫知
识、守好小区大门……社区是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在东乡县锁南镇城
南社区，州直下沉干部、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以网格化为基础，守住
门、突出“严”，为疫情防控工作筑
牢了“安全网”。

城南社区依靠“三基齐抓”网
格化管理优势，以网格为单位，严
格执行 24小时卡点值班值守，利
用小喇叭循环播放、微信群推送等方式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引导群
众不信谣、不传谣，从官方途径了解疫情信息。

正在小区值守的志愿者马晓智主要负责辅助医务人员核酸采样、小
区值守、生活物资配送等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更好
更快战胜疫情，走出家门。

在全州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州直各单位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积极加
入到支援东乡县的志愿者行列中。州直下沉干部、州人大常委会秘书科
科员仝睿化身“防疫宣传员”“入户排查员”“物资保障员”“群众服务员”，
引导群众正确理解、科学参与疫情防控，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这几天的工作，仝睿亲眼看到、切身感受到了东乡县干部群众
上下一心，共同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在加强小区管理的同时，城南社区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自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制定了住户在微信群里下单、网格员接单、物资配送
员上门派单的‘三单联动’模式，切实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保障工作。”社区
工作人员唐仲辉介绍说。

社区网格员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行动深深感动了辖区居民，“将心
比心，工作人员们也不容易，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不出门、不添乱，共
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区。”在电话采访中，城南社区金强小区的居民马
金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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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物资、调
配订单、充当配送
员，8 月 2 日，记者
见到省人大代表邓
国伟时，他正忙着
打电话，配送单已
堆满了收银台。

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邓国伟，是甘
肃丝路之窗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广河在线网志愿者协会秘书
长，疫情期间，他主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身处
基层一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带头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彰显代表担当、展现代表
风采。

“疫情期间，我们公司作为生活物资应急保供企业，
充分发挥线上平台供应链、不见面交易、无接触配送等
优势，通过‘河州团’‘广河外卖’线上平台，方便我县居
民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等。截至目前，共计配送服
务达 1.6万多次，保障了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邓国
伟告诉记者。

疫情发生以来，邓国伟便利用自己从事电商行业的
优势，承担起为县城群众配送生活必需品的工作。忙的
时候，他自己不但要搬运物资，还要配送订单，在他看
来，这些都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疫情当下，没有人
是旁观者。

在关键时刻，邓国伟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或奔跑一
线，或发挥特长，或慷慨解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
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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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永靖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农业生产，确保新鲜果蔬供应兰
州、临夏等地市场。图为永靖县盐锅峡镇党川村蔬菜基地，农民正在采摘西
红柿。 本报记者 史有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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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鸿博赴东乡县达板镇检查督导集中隔离点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马玉兴）为助力
帮扶村做好疫情防控工作，8月 2日，
州政协副主席、州总工会主席高桦到
广河县庄窠集镇新民村看望慰问抗疫
一线工作人员，给他们送去 1万元防
疫资金和价值近 2万元的口罩、防护
服等防疫物资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送去了州级帮扶单位的关爱和温暖，
用实际行动助力帮扶村打赢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

慰问中，高桦详细了解了帮扶
村疫情防控工作和生产生活情况，

叮嘱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要做好
个人防护，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守
好村里疫情防控安全线。她要求村
干部要增强责任意识，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做好表率，积极响应上级号
召，主动参与，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切实把自身优势转化为疫情防
控的硬核力量，坚决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

高桦还看望慰问了州总工会抽调
到广河县抗疫一线的干部职工，给他
们送去了防疫和生活物资。

高桦看望慰问帮扶村抗疫一线工作人员

本报讯 （记者 马玉兴）8月 3
日，记者从州总工会了解到，为全面落
实州委、州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
署，州总工会积极向省总工会汇报、衔
接，争取到疫情防控专项补助资金 35
万元。8月1日资金到位后，当天晚上
州总工会立即按“突出重点、兼顾面
上”原则，研究下拨 20万元专项补助
资金，用于各县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其余补助资金州总工会将在全州范围
内结合夏送清凉工作，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

州总工会要求，全州各级工会要
严格按省总工会资金使用要求及各自
实际情况，结合夏送清凉和困难职工
关心工作精心组织走访慰问活动，将
温暖和关爱送到广大一线职工群众心
坎上；要扎实做好城市保供保畅等群
体的送温暖活动，及时帮助解决外卖
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群
体的困难和问题；要充分发挥基层工
会组织优势，调动各行业系统广泛深
入参与到疫情防控中去，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工会力量。

州总工会下拨2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疫情防控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临夏
州中心支行积极落实省州各项疫情防控
要求，加强与辖内金融机构的衔接协调，
共同做好疫情期间全州金融服务保障。
连日来，全州金融机构全面加强营业网点
管理，合理安排经营网点和服务时段，严
格执行扫码测温、查验健康码、行程卡等
疫情防控措施，畅通线上业务办理渠道，
确保业务不中断服务不断档。

贷款延期 让小微企业缓过来

夏季是我州的旅游旺季，临夏市
马先生经营着一家饭店，疫情的发生
给饭店生意按下了“暂停键”，眼看着
贷款即将到期，还款资金还有一定缺
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联系了临
夏农商银行信贷部门经理，咨询在疫

情防控期间能否延期还款。临夏农商
银行及时受理了马先生的诉求，经过
认真调查，认为马先生多年来经营饭
店生意，只是暂时遇到困难，为他办理
了延期还款。

这是我州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落
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一个缩影。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临夏州中心
支行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辖内金融机
构的衔接，鼓励金融机构坚持防疫情与
稳经济两手抓，落细落实各项金融助企
纾困措施。截至目前，全州金融机构累
计为112户市场主体的4.67亿元贷款办
理延期，助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线上办理 让防疫企业动起来

“7 月 25 日，我们通过线上方式

向甘肃拓奇实业有限公司发放了
290 万元贷款，为企业扩大产能提供
了资金保障。”工商银行临夏分行普
惠金融部经理黎向春向记者介绍。
甘肃拓奇实业有限公司是我州积石
山县一家防护服生产企业，近期医
用防护服的需求激增，企业组织员
工加班生产。工商银行临夏分行在
第一时间与企业主动对接，了解到
企业流动资金面临一定困难后，指
导企业在半天时间内完成线上申请
并获得贷款。

疫情发生后，我州金融机构依托手
机银行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积极宣
传推介线上业务。7月 13日以来，全州
金融机构已通过线上渠道发放贷款
5157万元，有效保证了疫情期间金融服
务不断线。

急事急办 让物资保供稳起来

疫情之下，米面油菜等生活必需
品的供应成为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
事。临夏市某商贸企业是生活必需品
应急保供重点企业，由于近日保供物
资供应激增，急需资金储备存货，在了
解到该企业的困难后，甘肃银行临夏
分行及时开辟绿色通道，按照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的要求，用 1天时间审批
发放“抗疫贷”200万元。

全州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我州应急
保供重点企业、餐饮配送企业，了解重
点企业融资需求，及时满足重点企业
融资需求，积极助力群众生活必需物
资保供。针对我州广河县、东乡县疫
情防控形势，两县农信合机构在做好
员工防护的前提下，加强网点值守，做
好防疫部门资金划拨，保障疫情期间
民生资金发放。截至目前，全州已受
理 12 家重点企业融资申请金额 4200
万元，已向其中 4 家企业发放贷款
1433万元。

疫情防控不松劲 金融服务不断线
本报记者 赵淑娴 通讯员 尚英 马培华

本报讯 （记者 陈礼娟）8月 2
日，副州长毛鸿博赴东乡县达板镇检
查督导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管理工
作。

督查中，毛鸿博详细了解隔离点
规范管理情况，特别是隔离人员的核
酸采样、健康监测和隔离点环境消
杀、医废垃圾处置等管理工作措施落
实情况，以及州应急救援支队参与环
境消杀、生活和防疫物资保障等情
况。他要求，各隔离点负责人要切实

强化担当意识，统筹调配，合理调度
工作人员任务，全面做好隔离人员管
控、每日核酸采样和健康监测、台账
资料汇总整理、医废垃圾按程序标准
处置等工作。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
要严格落实防护措施，加强自我防
护，坚决避免交叉感染。

随后，毛鸿博来到州消防救援支
队驻达板镇防疫保障点，了解救援支
队参与环境消杀工作情况，查看消防
指战员生活、防疫物资保障情况。

“你好，一单元四楼 402一份菜、一
袋洋芋。”

“你好，二单元五楼501一份菜。”
早上10点，东乡县达板镇凤凰山社

区的易地搬迁安置富民小区四号楼工
作群里，社区联户长黄玉成收到了好几
条微信。

“好的，收到，马上给你们配送。”
“谢谢你们，辛苦啦！”
“901套餐一份，洋芋一袋，1302套

餐一份，701洋芋一袋……”
在黄玉成忙碌的汇总中，这样一张

蔬菜配送清单就出来了。

“我们社区有专门的生活物资配送
点，供应的蔬菜套餐包括西红柿、海鲜
菇、辣椒、大葱、黄瓜、茄子等新鲜蔬
菜。群众根据套餐或者自己的需要在
微信群给我们说，我们汇总后联系配送
点配送。”黄玉成告诉记者。

黄玉成手指轻点“发送”，这张清单
就发送到了东乡县达板镇哈三粮油蔬
菜店老板马哈三的手机里，根据清单内
容，马哈三就着手准备了。

“胡塞尼，手底下快一点，安置小区
11份套餐，达板小区 22份套餐，还有五
袋子洋芋，两板鸡蛋，三箱牛奶也要一
起送出去。”马哈三看着手中的清单，一
边给蔬菜打称，一边催促店内配送员马
胡塞尼抓紧时间配送。

“我们店主要负责凤凰山社区和达

板社区群众的生活物资配送，每天订单
都特别多，最忙的一天接了 500单配送
任务。”马哈三说。

11点多，在店员马麦燕和马胡塞尼
的帮助下，中午配送的蔬菜和生活物资
很快就准备好了。

“赶紧去吧，防护服穿好，路上注意
安全。”

“好嘞，保证按时送达！”
在马哈三的催促下，马胡塞尼骑着

电动三轮车出发了。
“马主任，四号楼的菜到了！”不一

会儿，蔬菜就送到了安置小区，经过门
口卡点值班工作人员的消毒，这批蔬菜
被转运到四号楼楼长马艾布的电动三
轮车，由马艾布送到住户门口。

在微信群里下单到上门，不到一个

小时，新鲜的蔬菜就送到家门口了。
东乡县达板镇市场监管所所长马

进虎告诉记者：“我们指定了镇上 16家
经营户，按划定的区域、分片进行物资
配送，每天对这16家物资配送点进行场
所消杀、从业人员晨检、配送货物的溯
源价格等一一要求建立台账，24小时对
配送点价格、配送情况等进行监督检
查，及时解决群众需求。”

“疫情期间，我们社区实行静态管理
足不出户，群众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渠道
进行线上下单，配送点根据下单情况准
备物资，并统一配送至社区门口卡点，经
过消毒后，由每栋楼的楼长定时分批取
货，送到群众家门口，交易环节实现‘零
接触’。”凤凰山社区工作组长马秀兰告
诉记者。

盛 满 温 情 的 蔬 菜
本报记者 马丽亚

本报讯 （记者 陈礼娟）8月 3
日，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李鹏
在东乡县锁南镇张王家村和达板镇
上科妥村，实地走访村委会、执勤卡
点和居家健康监测人员居所外围，督
导检查村级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开展
情况。

在督导检查过程中，李鹏逐人逐
项核实了出院患者和解除隔离密接
人员居家健康监测工作落实情况，详
细了解了村社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
工作开展情况，对村级疫情防控工作
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再安
排、再部署。

李鹏要求，基层党组织要深入学
习对照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要求，准
确全面把握本村疫情发展形势，科学、
严谨、全面做好村级疫情防控重点工

作，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当好群
众主心骨。要一手抓好社区管控各项
工作措施、当好“前哨兵”，一手抓好出
院人员和解除隔离密接人员后续管理
工作、当好“服务员”，统筹兼顾、精准
管理、用心服务。要通过耐心细致的
服务和扎实全面的工作台账反映工作
成效、查找短板弱项，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更要措施准，织密织牢疫情防控
工作的基层防线。要充分调动州县下
沉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全
面落实好网格化管理各项要求，入户
上门核酸检测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并做好检测记录，对有需要的群
众要及时提供医疗救治、健康保障和
必要的生活照料服务，劝导群众安心
在家，共同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工作成果。

（接1版）7月 24日早晨 7点多，东乡县董
岭乡卫生院医护人员唐淑霞和赵华敲响
了苏尚村隔离群众的家门，熟练地完成
了这户群众的核酸采样后，便乘坐电动
三轮车又驶上蜿蜒的山道，马不停蹄地
赶往下一户群众家中。

扫码登记、信息核对、采集核酸……
炎炎烈日下，州中医医院支援东乡县核
酸采样队员杜鹃和同事的足迹留在了该
县的乡镇、村庄和山巅、沟壑，每天早上5
点到晚上 12点，在临夏—广河—东乡之
间辗转采集核酸样本，上车睡觉、下车便
立即开始工作，成为他们最近一段时间
的工作状态。

前方，医护人员奔赴采样点采集核
酸样本；后方，实验室检测人员争分夺秒
开展检测。期间，医护人员的身影出现
在大街小巷、山峁沟梁和标准化实验室，
护目镜下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透着“疫情
不散，我们不退”的坚定……

样本核对、核酸提取、结果审核、数
据上传……我州各实验室全天候安排人
员轮流上岗对核酸样本进行检测，当核
酸样本通过专用转运箱送到实验室的那

刻起，检测人员就开始与时间赛跑，不分
白天黑夜，只为快速检测，切断病毒传播
途径，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本轮疫情发生后，全州卫健系统通
过核酸检测资源、物资保障、采送检、质
控等各环节的衔接和配合，落实采、送、
收、检、报的线上闭环管理，全力提升检
测能力，严格把控质量标准，确保检测全
流程畅通，为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提供数
据支撑。同时，加强新增阳性感染者出
现区域的分析研判，锁定重点区域、加密
核酸检测次数，为实现社会面清零夯实
了基础。

救治、就医两不误
让群众健康有“医”靠

7月 17日，州人民医院快速集结急
诊、产科、呼吸、麻醉、普外等科室的39名
医护人员进驻广河县妇幼保健院开展医
疗救治工作；

7月19日，州妇幼保健院紧急组建由
妇产科、外科、骨科、放射科和超声科以
及助产士、临床护士等 37人的医护团队

支援广河县妇幼保健院。
抗击疫情，医疗救治是关键。广河

县疫情发生后，该县人民医院暂时停
诊。为了解决群众就医问题，州上统一
部署，由州人民医院、州妇幼保健院的
支援医疗团队和广河县妇幼保健院医
务人员承担该县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任
务。“州上两家医院的医疗团队进驻我
们医院后，认真评估了医院现有人员状
况、开放床位、服务能力等，推演组建了
人员梯队、防控方案拟定等保障工作，
随后便展开了患者治疗救治工作。”广
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张茹云说，在短短
1周时间，便开展集中培训 10余次,接诊
门急诊 300多人次、住院 100人次左右，
分娩 60多人次。

这一有力举措折射出我州中高风险
区群众健康有“医”靠。据州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州高度重视疫情期间群
众的医疗保障问题，各级医疗机构在人
手紧张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合
理调配医疗资源，尽最大努力保障群众
就医需求。

疫情发生后，全州上下快马加鞭，紧

急设置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改造方舱
医院，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对全州阳性病例
进行转移集中救治。同时，调集州县医
疗机构组建医疗队，点对点负责各救治
点医疗救治工作。

在阳性患者救治期间，根据国家《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要
求，省、州专家组进行综合研判，动态调
整治疗方案，落实“一人一案”“一人一
策”治疗原则，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服用甘肃汤剂，提高治疗效果。针对高
龄、儿童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以及不同
诊断分型患者采取不同救治策略，“一患
一策”，确保病例治疗的个体化、系统化、
科学化。截至8月1日24时，累计治愈出
院14例，累计解除隔离医学观察99例，全
部按照第九版方案继续进行 7天居家健
康监测，在院患者均病情平稳。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卫健人的身
影。抗疫仍在进行，全州卫健系统将以
更加精准细致的工作，更加严格有效的
举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守护群众
健康继续努力。

李 鹏 在 东 乡 县 督 导 检 查 村 级
疫 情 防 控 重 点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