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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改琴 通讯
员 王安杰）近日，永靖县关山乡红
楼村红蒜进入采收期。

8月 2日，记者在红楼村村民范
多祥的家中看到，范多祥一家人正
忙着将收获的红蒜晾挂、风干。他
告诉记者：“今年红蒜收成很不错，
价格也算稳定，每亩红蒜可实现收
入1万多元。”

据了解，红楼村以所产的红蒜色
红、肉嫩、辛辣味美而博得人们青睐,
畅销县域周边及兰州等地，目前已推
广种植300多亩。

近年来，红楼村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积极创建特色产业链条，衍生出了
红楼红蒜等多个特色产业，带动了当
地农民就业增收，成为引领乡村振兴
的有力推手。

红楼村300多亩红蒜进入采收期

本报讯 （记者 马
麒）8月 2日，临夏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负责人一行到
临夏市红园新村社区，看
望慰问了社区一线工作人
员，向社区捐赠了医用防
护口罩、消毒液、方便面、
茶叶、饮料、矿泉水等抗疫
物资，为战斗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工作人员奉献了一份
爱心。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选派年轻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一线参
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助力
地方疫情防控。同时，积
极伸出援手，向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
捐赠了抗疫物资，用实际
行动彰显了公路人的社
会情怀与责任担当。

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慰问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本报讯 （记者 周
俊清）齐心协力同抗疫，
各方捐赠显真情。在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近
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
联组织民营企业家捐赠
疫情防控资金 20 万元，
购买防护物资，助力我州
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此次捐赠，
西藏山南瑞信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文军
捐赠 10 万元，省工商联
副主席、州工商联主席、
百益集团董事长鲁鸿宙
捐赠 5万元，甘肃伟业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马伟捐赠 5 万
元。购买了防护服(拓奇
牌)2220 套、3M 防 护 口
罩 5100 个、医用 N95 口
罩 4800 只、医用隔离面
罩 1110 个、医用隔离鞋
套 1110 双。用于支援东
乡、广河等县疫情防控工
作。

这些捐赠物资彰显
企业家们责任与担当的
同时，也为抗疫工作输入
了新能量，更带动了越来
越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
士加入到捐款捐物的行
列 当 中 ，合 力 筑 起 战

“疫”的勇气和力量。

我州民营企业家积极助力疫情防控

“家里米面油和蔬菜都有吗，还缺什么
吃的用的？”

“大爷，最近身体好着吗，有哪里不舒
服的？”

……
这些嘘寒问暖的话语，用东乡语说出

来，是不是让人倍感亲切？在东乡县锁南
镇高门村，下沉干部马泽伟就是这样用东

乡语和群众们交流的。
据了解，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州体育

局干部马泽伟积极响应州直党员干部下
沉东乡县投身疫情防控的号召，前往东乡
县支援疫情防控工作，被分配到锁南镇高
门村。刚到高门村时，该村为低风险区，
防疫工作相对简单，马泽伟每天组织村民
在核酸检测点进行全员核酸采集，并向群
众积极宣传防疫知识。7月23日，按照东
乡县疫情指挥部安排，对高门村全域进行
静态化管理，7月24日，该村被划定为高风
险区。

马泽伟走街串巷，奔走在防疫一线，主
要配合村干部和医护人员进行全村“单人
单管”核酸采样、排查登记流入人员、帮隔
离群众按时喂牛羊、发放防疫药品等，时刻
关注村民在静态管控期间家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积极联系乡镇干部及时解决。

在工作中，作为土生土长的东乡人，马
泽伟因为能熟练掌握东乡语，和当地群众
交流很方便。医护人员在核酸采集中遇到

了很多难题，首当其冲就是交流问题。因
为一些东乡年长的老人听不懂汉语，也
不会说汉语。这时马泽伟就主动上前，
积极发挥自己懂东乡语的优势，承担起
老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翻译工作，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些老人耳朵不
好，马泽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老人一遍
遍地重复，让他们感到很亲切。老人们
说，能遇到个会讲东乡语的人真难得，这
让他们感到很安心，能更好地防控疫情。

马泽伟只是众多一线人员的缩影，为
了早日战胜疫情，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奔
赴一线，用实际行动在疫情防控一线筑牢
坚强又温情的堡垒。“我到东乡支援以来，
体育局党组织和领导同事对我特别关心
与照顾，不仅给我送来防疫物资，还随时
协调解决我家中的困难，让我没有后顾
之忧。能为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出一份
力，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我将和其他支
援干部、村社干部一起并肩作战、共克时
艰。”马泽伟说。

本报记者 靳林青

东乡语搭建干群沟通桥梁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如）面对复杂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临夏县坡头乡把
疫情防控作为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政
治任务来抓，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
作机制，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抓好工作
落实。

突出“严”字。组织人员对坡头乡往
返人员进行摸排，严格核查信息，做到

“日清日结、事不过夜”，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按照“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的工
作要求，对居家健康监测人员采取防范

措施，积极宣传个人防护知识，及时了解
居家健康监测人员的思想动态、解答疑
惑，确保群众心理健康，安心监测。突出

“实”字。更新成立“一办六组”领导小
组，将全乡划分为5个单元格，108名网
格员、40名志愿者、465名值班人员积极
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全乡 24个卡
点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对进入辖
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一扫三查一验”，
确保“不漏一车、不落一人”。突出“细”
字。组织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核酸检测工

作，做到了应采尽采。及时清点、采购疫
情防控相关物资，为全乡疫情防控提供
后勤物资保障。突出“快”字。对宗教场
所实行“双暂停”，迅速对“红事缓办，白
事简办”进行宣传引导，严格按照防疫要
求举行，做到非必要不举办。采取“线
上+线下”宣传方式，充分利用乡村微信
群、走访入户等方式，第一时间悬挂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横幅8条，展架13块，制作
宣传音视频32条、简讯29条，第一时间
转发官方疫情信息和最新防控政策。

坡头乡：坚持“四个突出”做好疫情防控

为恪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规范我
州干部职工用网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
态环境，结合我州实际，现制定本规范。

一、不准发表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否定四项
基本原则，歪曲党的政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
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抹
黑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
问题的文字、图片、动画、视（音）频等内容。

二、不准发表危害国家安全、影响民族团结、
危及社会稳定、违反社会公德以及涉及邪教、恐
怖暴力、封建迷信、赌博凶杀、色情淫秽的文字、

图片、动画、视（音）频等内容。
三、不准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以及通
过网络组党结社，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
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

四、不准利用网络出版、购买、传播非法出
版物，或浏览、访问非法和反动网站等。

五、不准参与网上宗教活动、邪教活动，纵
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
怖势力及其活动。

六、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本部门本单位
涉密工作信息，法律法规规定的属于个人隐私

的信息。
七、不准传播未经证实的各类言论或散布

所谓“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

八、不准利用微信等平台接受或赠送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红包或电子礼券等。

九、不准利用微信开微店、做微商，从事其
他与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营利活动。

十、不准发布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
响的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
手、论坛社区、手机短信等互联网络、通信网络

传播平台。
本规范由中共临夏州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中共临夏州纪委机关
中共临夏州委组织部
中共临夏州委宣传部
中共临夏州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

公室
临夏州监察委员会
临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2月29日

临夏州干部职工网络行为规范“十不准”

(未完待续)

“疫情期间，戴好口罩，多通风、
勤洗手，不要聚会，减少外出……”
每天清晨六点，在永靖县三条岘乡，
就会看到一辆架着扩音喇叭的私家
车，在各村循环穿行。这便是州人
大代表、三条岘乡下庄村的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正海开着他的

“防疫宣传车”，为群众不间断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的场景。

宣传车上扩音喇叭传出的声
音，已经成为村民的生活日常。宣
传音频覆盖全乡，不间断地流动，让
群众对如何防控新冠肺炎有了更多
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当起疫情防
控宣传员的周正海，和他播放抗

“疫”政策的“宣传车”，把防控知识
宣传变成了三条岘乡防疫一线上一
道别样的风景线。

接地气喊话，赢村民支持。“各
位村民注意了，没事不出门，出门戴
口罩！”“不要溜达，不要到处乱走，
地里的活忙完了，赶快回家……”此
次疫情防控中，周正海不仅送“车”
到村，让疫情防控知识“声”入人心，
还在防控卡点积极值班进行志愿服
务，并在家家户户上门“喊话”，提醒
村民注意防护，为群众进行贴心细
致的劝导。各家各户听到送到家门口的防控声音，纷纷
自觉居家减少外出。“周书记起早贪黑地搞宣传，也是操
碎了心。大喇叭里说的句句在理，一切都是为大家好，
咱们也得支持书记的工作，提高防范意识，遵守防控政
策！”乡亲们纷纷说道。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大代表，面对危险和困难，
我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我希望我的‘宣传’车能让群
众增强信心，做好防护，通过群防群控共渡难关，打赢这
场疫情阻击战！”周正海抚摸着胸前的党徽，坚定地说。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和政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坚持担当在先、冲锋在前，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第一线，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全县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彰
显出了“我是党员我先上”的使命担
当和政治本色。

今年 27 岁的周亚东是和政县马家
堡镇小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疫情发生以来，他就冲在了疫情防
控第一线，带领村社干部开展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吃住在村，严防死守，确保小
河村疫情防控无死角、无盲区。

不回家，不代表没有牵挂。周亚
东的妻子陈馨是马家堡镇脖项村的妇

联主席，他俩的孩子才 5 个月，陈馨毅
然决定放弃产假，跟丈夫一起投身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面对妻子孩子，周
亚东很是愧疚，但更多的是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的信仰。“不管是昼夜值守、
宣传防疫政策也好，还是进行核酸采
样、流调摸排也好，作为年轻党员，我
们义不容辞投身一线，冲锋在前，全力
构筑好农村疫情防控的坚实壁垒。”周
亚东如是说。

党旗竖立在一线，既是守护，更是
引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个
个战斗堡垒巍然屹立，一名名共产党员
冲锋在前。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全面
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严密防线，在
和政县的各小区门口，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坚持 24 小时轮流值班值
守，叮嘱大家要戴口罩、量体温、扫码，
非必要不聚集，持续做好小区、社区等
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全力守护好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据统计，此轮
疫情突发以来，和政县委组织部共计抽
调 1700 余名党员下沉一线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和政县委组织有关负责人说：“面对
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和政县迅速组织
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深入一线，主动参与值班值守、摸排流
调、核酸检测、宣传引导、督导检查等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扬党员的吃苦
耐劳精神，为全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本报记者 周俊清 通讯员 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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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甘肃省疾控中心）

奋勇战“疫” 党员先行

排查登记

防疫宣传车

关于老年人注射新冠疫苗的8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