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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
战“疫”
在商丘
最美逆行者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3月 15日 10时至 2020年 5月 15
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变卖豫
A721LJ号悍马牌轿车一辆。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董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2月26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3月 16日 10时至 2020年 3月 17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夏邑县东环路北段卫康花
园四号楼三单元四层八号房房产，证号为夏邑房权证（2006）字第004148号，成
套住宅，建筑面积为150.72平方米，地下室面积21.92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宁法官 联系电话：1522522950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2月26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同

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睢阳新区分理处自2020年
4月1日起，周六休息一天。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2020年2月26日

公 告

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75
人全员上阵、英勇战斗，同频共振、共克
时艰，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全县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筑牢“铜墙铁壁”，打出了
疫情防控、复工防疫漂亮的“组合拳”，
交出了高分答卷！

疫情防控抓得牢

医疗卫生 721户、传染病防治 747户、
公共场所 1081户、学校卫生 373户……全
县监管单位 2969户。庞大的监管数字，对
于仅有 75人的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来
说，监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再难也得上，
越是艰难，越是考验我们的责任担当！”

由副所长挂帅的公共场所、医疗卫
生、综合监督等 10个监督检查组快速组
成。“综合监督检查一组负责老王集、起
台、洪恩、陈青集4个乡镇的卫生院、公
共场所、学校、水厂等。”“城区东半部县
直医院、民营医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
等由医疗卫生监督检查一组负责。”一道
道“战令”雷霆万钧，重重地压在每位卫

监人的肩上。分块管控、网格管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一张无形的防控“大
网”织牢织密。

“排查全县 106个居民小区，发现问
题227个，20个没有物业管理，存在较大
疫情传播感染风险。”

一个个问题迅速反馈到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一个个措施得到及时有效落实，卫
监人的“火眼金睛”，为指挥部正确决策
提供了科学依据。

疫情发生以来，他们累计检查公共场
所、医疗机构、饮用水卫生等单位 1968
户次，通知关停经营公共场所 476家、自
行关停 458家，关停口腔诊所和医疗机构
口腔科29个，民营医院自行关停7家，村
卫生室、个体诊所自行关停 510家（含涉
城78家），累计关停1480家。

“我要做一名‘逆行者’，到新冠肺炎
救治定点的县人民医院开展疫情防控监督
检查，在最危险的地方接受党组织考验。”

“这是我的第二次入党申请，我要像其
他党员那样，冲在战‘疫’最前沿，不惧危
险、勇敢战斗，以命相搏、全力以赴！”

疫情发生以来，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先
后有 5 名入党积极分子要求“火线入
党”。防控监督全方位无缝隙，防控落实
全覆盖无死角，补短板、查漏洞、强弱
项，卫监人用无言行动谱写了一曲荡气回
肠的“蓝盾”赞歌。

复工防疫不放松

随着全县复工复产工作的全面打响，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将战“疫”的战场延伸
到了复工企业。因企施策、精准指导，建
档立卡、逢人必测，加强防护、备足物
资，消毒消杀、无缝对接，强化隔离、及
时上报。围绕疫情防控机制、职工健康管
理、疫情信息报告等工作，他们先后对力
量钻石、美兰生物、华商药业等 16家复
工复产企业开展全面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25个，全部进行现场整改。

未雨绸缪干在前

疫情防控考验的是卫监人的责任和担
当，而近 3000户监管对象的相继复工开

业则检视着卫监人的能力与智慧。“大
疫”之下，如何有效防止商场、洗浴等公
共场所不发生集聚性疫情感染，迎接这场
充满变数的“大考”？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先行一步、快人一拍，未雨绸缪下妙棋、
走妙招：分行业建立理发、生活美容、宾
馆、音乐厅和医疗卫生等行业微信群 11
个，吸纳群员 682 人，实时发布疫情防
控信息和提醒信息 360 条；利用单位微
信公众号推送疫情防控知识和防护提醒
26篇；分批次、分行业召开钉钉视频培
训会议，对住宿业、理发店、商场、超
市等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指南、卫生防护
指南和医疗机构防控知识进行讲解指
导，手把手教育场所负责人对公共用品
用具清洁消毒和加强个人疫情防护，为
复工开业夯实基础、创造条件。先后召
开各行各业视频培训会5次，培训从业人
员670人次。

铁骨铮铮何所惧，一腔热血铸忠诚。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柘城卫监人用
铁肩扛起硬任务，以善为啃下硬骨头。

在疫情“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李怀华 赵攀

本报讯 （记者 蒋 友 胜） 当
前，为落实疫情下复工复产的精
神，柘城县安平镇号召全镇具备条
件的企业复工复产，防疫力量一时
吃紧。获悉这一情况后，在大学学
医的安平籍大学生王蒙蒙立即报
名，成为安平镇一名企业复工复产
的志愿者。

王蒙蒙成为志愿者后，被安排
到安平镇金平安面粉厂从事防疫工

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此外，她
还在工作之余，充分利用自己所学
的知识，为大家讲解如何防范新冠
病毒。她每天坚持提前一个小时
去工厂为员工测量体温，为员工
进行消毒，登记员工的健康状
况。下班之后，她还要帮助工厂
进行全面消毒，从而成为全厂最
后一个回家的人。

目前，王蒙蒙就读于商丘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技术系，是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她说：“我已经是
成年人了。这次疫情，让我深深地
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责任与力量。
作为一名医学专业大学生，通过参
加复工复产志愿者工作，让我更加
坚信了自己从医的信念。作为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我以后要扎根基
层，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驾护
航，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家大学生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
讯员 曹先锋 户栩川） 近期，
疫情虽猛，但不能让柘城县中
国辣椒之乡的牌子蒙尘。柘城
县通过多种措施确保疫情防控
与辣椒育苗两不误。该县慈圣
镇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的要
求，创新工作模式，多措并
举，引导椒农开展春耕备播、
辣椒育苗，切实做到了疫情防
控和春耕备播两不误。

提前谋划，精心组织。慈
圣镇组建农用物资保供工作领
导小组，镇党政主要领导任组
长，亲自抓工作落实，镇农业
技术推广站负责提供农资信
息、加强市场监管、提供技术
指导等，镇村干部协同配合、
形成合力，让农户在家门口完
成物资储备、在田间地头接受
技术指导，保障辣椒育苗工作
顺利进行。

代购物资，送货上门。该
镇实行农用物资统一代购、统一
配送，着力解决种子、农药、化肥
等农资配送问题，满足辣椒育苗
需求。他们先分类汇总各村收
集的农户农资需求信息，将汇总
信息分别发送给对应供应商，供
应商再按照清单详细备货并让
配送车送货到村委会，由村委
会工作人员统一配发。

加强监管，及时指导。该
镇组织农技部门及时掌握、分

析市场行情，保障农用物资供给，加大对农资市场监管
力度，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全镇农技人员名单和联系电
话通过微信、QQ、短信、宣传单等方式发送到每一户农
户，农户遇到问题可电话联系任何一位技术人员，让农技
人员即刻提供技术指导。镇党委、镇政府选派党员干部成
为党建联络防疫专员进驻生产一线。专员队伍中既有防
疫能手又有技术专家，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发放口罩、
消毒液、体温计等卫生防疫用品，宣传防疫政策知识，认真
查找清除在农业生产中被忽略的疫情防控盲点和死角，同
时接受群众技术咨询并进行农业技术现场指导。

加强引导，提高效益。该镇积极引导农业适度规模
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加快
各村辣椒产业发展，力争辣椒产业发展至 3万亩，进一
步夯实全镇辣椒产业丰收基础。

目前，该镇各村种植户都在忙着整地、下籽、覆
膜、浇水等。

“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慈圣镇在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抓好辣椒苗储备供应，全力做好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科技服务推广、惠农政策宣传等方面的
工作，做到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稳
控疫情，不误时令，不误农时，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慈
圣镇党委书记刘忠利介绍说。

农时误不得，辣椒育苗忙。与慈圣镇一样，柘城县
各有关乡镇辣椒育苗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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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在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大力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截至 2 月 26 日，全县企业
复工复产率达到 55.6%。图为 2
月 26 日，全部产能已经恢复的
柘城县力量新材料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近期，柘城县纪委监委
成立 24 个督查组直奔辖区企
业，了解复工企业防疫物资储
备等情况，及时帮助企业解决
困难问题。图为2 月24 日，柘
城县纪委监委督查人员在柘城
县铭财服饰有限公司了解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 赵旭 摄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柘
城县融媒体中心新闻部 5名记者，
克服人员少任务多等困难，全员参
战、奋勇争先，足迹踏遍柘城县各
条疫情防控战线，全天候高强度作
战，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
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表现出了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
彰显了在重大战“疫”面前，媒体
工作者的坚毅笃行和责任担当。

为了使宣传引导接地气、广覆
盖、有效果，柘城县广播电视上开
办了《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
起》专栏，在《智慧柘城》客户
端、柘城电视台微信平台开设“图
说战‘疫’”“防控疫情”专题页
面，实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报道
商丘市委市政府和柘城县委县政府
的决策部署，以及全县上下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的动人事迹。播出新
闻专题 32期，新闻稿件 300多条；
《智慧柘城》 APP 推送 1400 多条，
总阅读量突破 150万；柘城电视台
微信公众号推送 230 条，阅读量
130万次；柘城融媒体抖音号发布
短视频 39条，点赞量 34万，浏览
量 2500多万。其中，《惠济乡：党
员中心户 织密疫情防控网》等 20
多条稿件在《学习强国》App平台
和市级以上媒体播发，为全县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人心、鼓舞
了士气。

新闻部主任袁博根据疫情防控
不同时期的宣传重点策划选题，有
传播科学防控知识、增强群众防控
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还有企业
复工复产的。把党委政府的声音传
递到千家万户。他和记者一起跑遍
全县 22个乡镇，先后采编了《83
岁老人王念河：平时很节俭 “战
疫”很大方》《申桥乡刘楼村：群众微信“下单” 村委订单
采购》《长江新城街道办事处：“三证合一”实名出入严防
控》《路庄村：十户联防 群防群控》等一批好的先进人物典
型和经验报道，鼓舞了斗志，推广了经验。

此外，还有“张大胆”张宸铭顾不得照顾临产的妻子，
不顾个人安危，六进柘城县人民医院战“疫”最前沿，拍摄
了《医护人员杨倩影：婚礼可以推迟，疫情不能后退》等一
批医护人员感人故事。“拼命三郎”宋振豪 30天发稿 69条，
全天候高强度作战。为了拍摄执勤人员的一天，“泡面王
子”户栩川家在慈圣，每天早上上班带着馒头和泡面来单
位，中午连吃了一个月泡面。“电锅少女”赵倩把电饭锅搬
进制作室，吃住在台，一个人完成新闻日播和 10个新闻专
题制作。她强忍腰椎颈椎的疼痛，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8个
小时以上，由于长时间静坐，小腿浮肿，她在脚下垫了个小
板凳继续坚持工作，保证了节目及时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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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近期，柘城县胡襄镇在抓好新
冠肺炎防控的同时，坚持早谋划、真服务、准施策，千方百
计拓展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和来源，努力克服疫情对于脱贫
攻坚造成的影响，确保全员脱贫，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月20日，该镇党委、政府结合疫情防控形势，立即组
织召开全体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开放式会议。对
全镇扶贫车间进行复查复工，对群众外出务工情况进行摸排
登计。对疫情下农民就业、尤其是贫困户脱贫增收工作实行
责任制，明确由村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牵头、各村党支部书
记、第一书记具体负责。从2月21日开始，镇领导分成3个小
组，分村排日，由包村镇领导带队，抽调卫生院医生、村医生、
辅警、第一书记等组成新冠肺炎健康申报证明办理服务小组，
深入到各村，为拟外出务工人员办理健康证明。

为了全镇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复产，由镇党委、
镇政府出面，帮助企业（扶贫车间）筹备开工必备抗疫物资
和培训日常必须实施的防护流程。对于申请复工的企业（扶
贫车间），坚持合格一个，就第一时间审批一个。目前，该
镇已为外出务工群众办理健康证明 2300余人，其中，贫困
户 200余人；9个企业（扶贫车间）已经复工复产 3家，申
请复工复产6家，确保月底前全部复工。

为全面降低疫情对于脱贫攻坚的影响，2月23日，镇里
组织全镇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帮扶人等，通过电话、
微信、QQ等工具，对全镇1699户贫困户和127户边缘户进
行全面调查，分类指导。针对有外出务工愿意的群众，尽早
动员其外出务工；对于有辣椒等种植经验的农户，积极引导
其发展辣椒生产……确保广大贫困户，特别是全镇 2020年
未脱贫的 54户 147名贫困户人员，在满足“两不愁、三保
障”的同时，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增收渠道和增收来源。

截至目前，胡襄镇已落实辣椒育苗500亩，其中，贫困
户落实120亩；组织外出务工2000余人，其中贫困户400余
人；拟办理低保40人，其中贫困户29人。

胡襄镇：

不让一位贫困户因“疫”受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