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

高举旗帜战疫情 砥砺前行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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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提 示示

2020 年是一个不同寻

常、困难重重的一年。新春

伊始，新冠病毒疫情打乱了

年初制订的各项发展计划。

面对困难和挑战，睢阳区文

化街道办事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不怕艰难困苦，坚

定信心、勇往直前，按照中

央制定的方针策略、战略部

署，在市委、市政府，区

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发挥党在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民生建设等方面的领导

作用，砥砺前行，取得了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和民生建

设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子辉（左三）到卡点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副省长、市委书记王战营（右二）、睢阳区委书记栗朝举（左一）视察老旧小区

改造，听取文化街道党工委书记孙海涛（右一）工报汇报

战疫篇—— 战 疫情，保平安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文化街道党工委带领党支部和
全体党员逆行而上，始终走在前列、冲在一线，全力以赴、尽
职尽责，勇做疫情防控中的“逆行者”。党工委书记孙海涛带领
班子成员坚持每天到各个防控卡点慰问巡查，指导严格执行防
控措施、落实防控责任、做好防控保障。在党工委的带领下，
文化街道办事处筑牢“五道防火墙”，阻绝疫情蔓延，确保人民
群众平安。

筑牢“摸排防火墙” 根据疫情发展态势，文化街道办事处
组织机关工作人员下沉社区网格，充实网格力量，对武汉返商
人员进行地毯式排查，逐户制定摸排台账，做到“社区不漏网
格、网格不漏户、户不漏人”。

筑牢“入口防火墙” 在每个小区、家属院出入口设置防疫
党员示范岗，对进出车辆、人员进行严格检查和详细登记；劝
导本小区人员不外出、不串门、不聚集，对外来车辆人员进行
劝返，确保疫情不进小区。

筑牢“隔离防火墙” 社区全面摸排、重点把控、动态监
测，对排查的武汉来商重点人员，严格落实一人一建档、“一对
一、点对点”重点盯防，严格实行居家隔离，体温、体征监
测，扎实筑牢隔离墙，严防出现输入型病例扩散。

筑牢“舆论防火墙” 通过 QQ、微信、广播等非接触形
式，广泛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知识，利用监测点小喇
叭全天循环广播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向广大群众印发一封信、
倡议书，引导群众正确对待疫情，减少恐慌。

筑牢“督查防火墙”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督查组，对各防控
卡点的值班值守情况开展督察检查，做到警钟长鸣，杜绝党员
干部出现思想松懈、麻痹大意现象，确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

疫情防控阻击战期间，文化街道办事处共排查3万多人，对
排查出的69名湖北返乡人员进行了居家隔离，安全迅速转移一
名确诊病例，有效防止了疫情蔓延。

复工篇—— 促 复工，稳经济

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后，文化街道办事处按照中央
“六稳六保”和睢阳区委关于聚焦“五篇文章”，落实“十项举
措”的具体部署，及时确定了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的工作思路。围绕复工复产、招商引资、综合治税三项重
点，采取五项具体措施，将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降到最
低，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复工复产，唤醒企业春天。文化街道办事处成立了复工复
产工作专班，对规模以上企业复产复工。按照区委“一联三
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的要求，每名班子成员进行“一对一”
复工复产帮扶指导。坚持“一个企业、一个专班、一名领导、
一套方案”，帮助企业解决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防疫物资短缺、
物流运输不便、员工招聘困难等问题，将国家（省、市）出台
的扶持优惠政策传达到位、执行到位。

抢抓机遇，做强重点项目。中联玻璃和商丘睿控仪表仪器
被区委、区政府列为全区工业一号项目和全区高新实业一号项
目。文化街道办事处抢抓机遇，通过政策和资源倾斜，进一步

壮大两个项目，为下一步向高新技术产业机构转型打好基础。
围绕招大引强，通过瞄准总部经济、精准招商，从深圳招商引
入了投资 3亿元人民币，从事 5G通讯业务研发、推广的深圳建
塔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在做好现有项目产业壮大建设的同时，
文化街道办事处还积极做好建业橙园、碧桂园公园尚城、春天
里金融中心、九融金茂府、红星美凯龙、大华红木家具、天润
公馆、恒达文体娱乐中心等重点项目的跟踪服务，促成项目早
日建成投产。

综合治税，确保经济平稳。疫情稳定后，文化街道办事处
在落实保企稳业相关税收减负优惠政策的同时，通过抓好房屋
租赁税、土地使用税等零散税源的征管，确保应收尽收。通过
落实优惠政策，让企业在减负减税中得到稳定和发展，稳固税
源。通过扶植上下游企业、压缩一般性支出，开源节流，增收
节支，稳定财政税收，将有限资金用在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
刀刃上。

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5月底，文化街道办事处财政税收
就止跌回稳。到了8月底，完成税收1.005亿元。

民生篇—— 推 项目，保民生

稳就业、保民生，是“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文化街道
办事处通过推进就业、地摊经济、创业培训和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打好保民生“组合拳”，提振经济，全面提升辖区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打好“组合拳”，稳就业保民生。一是搭好“就业桥”。为
解决疫情影响导致的企业“用工难”和群众“务工难”问题，
文化街道办事处举办“促复工、稳就业、保民生”专题招聘
会。利用社区微信群，发布搜集到的企业用工信息，为企业和
劳动者“搭好桥”。二是搞活“地摊经济”。根据中央大力支持

“地摊经济”的精神，规划出临时地摊经营点，引导流动商贩在
规定时段内到指定区域规范经营。目前，共有100个摊位入驻经
营。三是开展创业培训。针对创业人员面临的“想创业却不知
从何入手”“创业想法缺乏可行性落实不下去”等问题，帮助创
业者找定位、拓思路、提技能，提升创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同时，协调解决创业者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困难，激发创业热
情。

改造老旧小区、改善人居环境。创新“1255”工作法，老
旧小区旧貌换新颜。“1”坚持以党建引领；“2”坚持先地下再地
上、先民生再提升两项改造原则；“5”指五步工作法：召开业主
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建立居民微信群、科学引入物业、合
理收取物业费；“5”指发挥区域型党支部中五老人员作用。

“双改造、双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街道办
事处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将设施与文化双改造，开展党建和志
愿双服务。通过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置党建文化和中华
传统文化形象墙，打造文化建设阵地。通过组建党员志愿服务
队、五老爱心团，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
神文明生活。通过老旧小区改造，保障了群众生活质量。

目前，商桐公司家属院和商丘师范学院第三家属区已经完
成改造，其中商桐公司家属院改造工程被列为全区老旧小区改
造样板，剩余8个老旧小区正在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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