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9 日， 县长孙庆伟
主持召开县政府周例会， 就近期重
点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事宜进行安

排部署， 县领导孔伟、 赵丹、 杨艳
虹、 陈增光、 张红伟及县政府办、
县委督查局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各位县领导关于分包重点

项目推进情况， 对近期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孙庆伟强调， 要继续坚持两手
抓、 两手硬， 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 千方百计助推企业
加速复工、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把
时间抢回来， 把损失补回来， 推动
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一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各项防控措
施， 切实抓好外来人员集中隔离工

作， 确保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二要全力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
牢固树立赶超发展意识，疏通“找人、
接人、识人、管人”四环节堵点，打通物
料供应、资金保障等环节，帮助重点
项目更好更快复工复产、复工达产，
尽快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三要严格落实半天工作法。 各
县级领导要深入项目一线， 积极帮
助重点项目解决复工复产中存在的

问题， 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四要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加快

推进 GE 风电、 中建材光热光电玻
璃等重点项目建设， 力争早日投产
达产。 同时， 要继续加大工业项目
的谋划和招引工作力度， 筑牢经济
发展支撑。 （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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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严抓不懈、 扶贫企业
有序复工、 集体经济试水突围、 产
业调整风生水起、 乡村治理持续发
力……

日前， 记者来到濮阳县鲁河镇
采访， 如同万物复苏、 生机勃发的
春天一样， 该镇党员群众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 ， 积极投身到
村集体经济发展 、 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 、 精准扶贫 、 乡村环境整
治等工作中 ， 弹奏起激昂的发展
旋律。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
中， 全镇党员干部主动承担责任，
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
这得益于疫情防控中探索出的

‘党员包户’ 机制， 我们将其延伸
到脱贫攻坚、 村集体经济发展、 乡
村环境整治等工作中， 让党员干部
处处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以实
际行动诠释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真正形成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 的
良好工作局面， 让党员的 ‘头雁效
应 ’ 成为鲁河镇各项工作的亮丽
一景 。 ” 鲁河镇党委书记刘树月
说。

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鲁河
镇开展了 “挂党旗 、 戴党徽 、 亮
身份 、 做表率 ” 活动 , 要求全镇
1900 多名党员户户大门前悬挂党
旗 ， 人人佩戴党徽 ， 亮明身份 ，
不仅在疫情防控中争当先锋 ， 还
要在扶贫 、 环境卫生整治等各项
工作中继续实行 “党员包户” 责任
制， 一包到底， 做好表率。

鲁河镇还积极推进企业有序复

工和春耕生产稳步进行， 目前， 该
镇 9 个扶贫就业点， 已正式复工复
产 8 个 ， 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 。
该镇利用务工人员多数在家的机

会 ， 及时组织党员干部 、 村内能
人梳理发展思路 ， 加快农业结构
调整 ， 谋划村集体经济项目 ， 并
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实施工

作 ， 该成立公司的成立公司 ， 该
成立合作社的成立合作社 ， 在镇
党委 、 政府的推动 、 村党员干部

的带动 、 村内能人的行动下 ， 该
镇十几个村庄的村集体经济项目

已陆续谋划实施并全面启动。
为确保如期实现 “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 目标， 鲁河镇针对全镇
剩余的 86 户259 人未脱贫人口 ，
因户施策 ， 精准帮扶 ， 组织党员
对贫困户一包到底 ， 有针对性地
制订帮扶措施。 对有劳动能力的，
积极与扶贫就业点 、 重点项目施
工工地 、 养殖场和种植大户对接
联系 ， 帮助提供就业岗位 ， 鼓励
贫困户通过务工脱贫增收 。 对弱
劳动力或需要照顾的无法务工的

贫困户 ， 鼓励帮助他们入股种 、
养企业 ， 或到养殖场认养 “扶贫
羊 ” 发展庭院经济 ， 政府给予适
当的补贴 。 窦楼村党支部书记窦
明记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 低价为
全镇 13 户贫困户提供种羊， 让他
们先免费牵回家中养殖， 等见了效
益再回收种羊的钱。

该镇还创新扶贫举措， 针对贫
困户中部分残缺家庭生活艰辛、 内
生动力不足的情况， 开展 “红线一
线牵” 活动， 在镇妇联全面排查的
基础上， 由妇女干部和党员牵线并
做双方家庭的工作， 帮助他们组合
家庭。 鲁河村贫困户许利彩丈夫在
外务工时去世， 撇下年轻的她和 3
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困难， 经镇妇联
和村党员干部多次与她的婆婆沟

通， 撮合她和水杨村的大龄青年田
洪国喜结连理。

为彻底解决农村垃圾乱堆、 污
水横流现象， 进一步改善全镇环境
面貌， 营造干净、 舒适、 整洁的人
居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 鲁河镇统
一组织对农户家的秸秆、 树枝等开
展有偿回收 ， 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 ， 鼓励各村党员干部带头铺设
下水道的同时 ， 继续发挥 “党员
包户 ” 作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
要求党员带头做好环境卫生整

治 并 督 促 分 包 户 不 乱 扔 垃 圾 、
不乱倒污水 ， 做好环境卫生整
治， 使得各村环境卫生有了明显的
改善。

（赵少辉 高自江 吴凤霞）

3 月 5 日 ， 濮阳
县文留镇齐庄村育苗

大棚内 ， 农户正忙着
管理楸树苗。 连日来，
濮阳县在坚持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 ， 有
条不紊地开启春耕模

式 ， 广大农民不误农
时 ， 积极投身春季农
业生产 ， 田间地头到
处都是一派春耕生产

的繁忙景象。
赵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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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鲁河镇：

“基”蓄能量 撸袖前行

“爸爸 ， 您今天能回家了吗 ？
我想吃您炒的菜 ， 再也不想吃方
便面了 。 ” 正在查看外出务工人
员健康证明办理情况的濮阳县八

公桥镇卫生院医生陈林国 ， 手机
里传来女儿稚嫩而委屈的声音。

“我和孩子他妈都是医生 ， 疫
情发生后， 我俩都在抗击疫情的前
线， 这段时间最亏欠的就是孩子 ，
作为父母本该给孩子最温暖的陪

伴 ， 我们却将两个孩子锁 在 家
里 ， 把他们逼成了小大人 。 ” 陈
林国这个外表刚强的男人声音哽

咽起来。
“作为一线医务人员 ， 即使有

再大的困难， 也得坚守好岗位， 尽
到自己的责任， 守护好一方平安。”
陈林国态度坚定地说。

今年 39 岁的陈林国 ， 是濮阳

县八公桥镇卫生院的外科主治医

师 、 全科医生 ， 主管业务副院长 。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后， 陈林
国毅然挑起捍卫辖区 6.5 万人安
全的重担 ， 肩负起全镇发热人员
的接治 、 会诊等工作 ， 还承担起
了全镇 64 个行政村的疫情防控
指导任务 ， 从年 前 腊 月 廿 九 开
始 ， 他就全身心地扑在了疫情防
控一线 。

由于防控形势严峻 ， 责任范
围广 ， 为确保各 个 环 节 规 范 运
转 ， 陈林国对工作标准要求苛刻，
经常披星戴月奔走在乡镇、 卫生院
和村户之间 ， 为了应对突发病患 ，
保证 24 小时按时接诊 、 转运发热
病人， 他在全院誓师大会上态度坚
定地立下 “疫情不退， 我保证和衣
而睡！” 的誓言。

“陈林国不仅业务精 ， 责任心
也强 ， 八公桥镇外出务工人员又
多， 为了把好关， 全镇只要有发热
病人， 他都亲自到现场会诊。 他还
对乡村医生进行业务指导 ， 以及
对乡村隔离人员消毒 、 测量体温
的监督 ， 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到
位 。 ” 八公桥镇卫生院院长栗银
锋评价陈林国说 。

据栗银锋介绍 ， 在严峻的疫
情防 控 形 势 下 ， 陈 林 国 作 为 院
里的业务总指导 ， 全 镇 所 有 发
热病人都需要他参与会诊 ， 天天
都要加班 ， 不管是白天 、 晚上 ，
需要对村医进行业务指导的随时

指导 ， 需要入村诊治的随时入村
诊治 。

陈林国的妻子白晓艳也是一名

医生， 在濮阳县中医院工作， 面对

疫情也主动请缨到发热门诊工作 。
他们的两个孩子， 儿子上初二， 女
儿才上小学一年级 ， 没有人照顾 。
他们只能将孩子锁在家里， 由大的
照看小的。 不会做饭， 俩孩子就泡
方便面 、 煮鸡蛋来凑合 。 刚开始 ，
小女孩一到晚上就哭闹， 哥哥哄不
了了， 就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也只
能通过电话来安慰孩子。 到了开学
时间， 学校直播教学， 也是两个孩
子自己摸索着通过看老师直播来学

习。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 陈林国选择舍小家为大
家 ， 用行动诠释职责 ， 用付出体
现担当 ，在 “逆行”的道路上不问归
期， 只愿不负医者初心。

本报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赵少辉 王宏振

“疫情不退，我保证和衣而睡！”

本报讯 3 月 10 日 ， 副市长 、
县委书记张宏义组织召开濮阳县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 ， 贯彻中央 、
省、 市会议精神，研究安排进一步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 县领导孙庆伟、宋
泰伟 、孙思群 、孔伟 、田建引 、王洪
波、袁素平、王铁英、胡聚兵 、张华 、
黄爱民、赵丹、杨艳虹、陈增光、张宇
东参加会议，县扶贫办、县扶贫督查
局、 县委督查局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会议听取近期脱贫攻坚工作
计划， 以及目前工作中存在问题汇
报，对如何提升当前工作质量、巩固

脱贫成果进行讨论分析研究， 并对
下一步工作开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会议指出， 一是危房改造政策
落实， 严格按照规定要求， 拆旧房
建新房， 做到危房清零， 消除安全
隐患 。 二是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的评比表彰 ， 培
育正气 、 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
鼓励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工作积

极性、 主动性， 弘扬濮阳县扶贫精
神 。 三是成立农业产业化领导小
组， 全程监督指导农业产业项目的
筛选确定及建设， 确保项目真正发

挥作用。 四是切实做好事实孤儿帮
扶， 强化领导带头， 每个县级领导
及科级领导联系一名事实孤儿， 解
决其实际存在的困难， 送去党和政
府的关怀。

会议强调，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
官之年， 要倾尽全县之力， 尽锐出
战 ， 向脱贫攻坚发起最后的冲锋 。
一是紧紧围绕 “贫困人口全部清
零” “两不愁三保障”“防止返贫和发
生新的贫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
社会兜底保障” 为工作重点， 合理
谋划各项工作开展 ， 增加农民收

入， 提高脱贫质量。 二是聚焦脱贫
攻坚任务目标、聚集重点人群、聚焦
扶贫项目发挥效益， 统筹谋划帮扶
项目落实， 做到补短板提质量。 三
是健全贫困户监测预警机制和稳脱

贫长效机制 ， 完善优化帮扶政策 ，
确保政策落实有保障。 四是把握工
作关键时间节点， 尽锐出战， 形成
工作合力， 补齐短板弱项， 消除死
角盲区， 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
打赢打好今年脱贫攻坚收官战。

（本通）

濮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倾尽全县之力 尽锐出战 向脱贫攻坚发起最后冲锋

这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呀？ 一
直在家， 没法工作， 一家人的生计
可怎么办？ 再不开工， 真不知道工
厂还能支撑多久……一场疫情打乱
了大家生产、 生活的节奏， 企业 、
群众尤其是贫困户， 对未来充满了
担忧。

为解百姓心头所急， 濮阳县顺
势而为， 坚持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
两手抓、 两不误， 积极精准稳妥推
动扶贫企业复工复产。

那么 ， 扶贫企业复工进展如
何？ 共有多少人返岗？ 遇到阻碍怎
么办？ 员工的工作环境能让人放心
吗？ 政府又会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帮
扶？ 3月4日， 记者走进濮阳县王称

堌镇的一个复工 复 产 扶 贫 就 业
点———濮阳市东海玩具有限公司。

该公司位于濮阳县王称堌镇东
李庄村， 是王称堌镇精准扶贫就业
点， 主要从事毛绒玩具的加工和销
售， 共有90多名工作人员， 其中贫
困户28名。

该公司于2月23日复工 ， 当日
只有8名人员返岗 ， 截至目前 ， 已
有30多人返岗 ， 其中贫困户 8人 。
经理王献伟介绍， 厂里还有相当一
部分人想返岗， 但因为孩子还未返
学， 需要在家辅导孩子作业， 只能
推迟返岗时间。

员工所担心的安全问题， 政府
和企业早已未雨绸缪。 在政府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 公司制订了应急预
案、 设置了隔离室、 划定了1.5米的
工作间距， 并为每位返岗工作人员
提前免费发放了口罩、 建立了个人
信息表、上下班测量体温并登记。 同
时，厂房在早、中、晚分别进行3次消
毒 ， 最大程度为员工提供一个安
全、 卫生的工作环境。

为防止病从口入， 该公司配备

按压式皂液， 员工在就餐前必须清
洁手部 。 为避免就餐人员室内聚
集， 公司实行12： 00、 12： 20错峰
就餐， 并且员工使用自带餐具在空
旷场地就餐。

该公司制作的玩具主要销往青

岛及美国 、 德国 、 澳大利亚等国

家， 以前日产量逾10万， 目前维持
在3万多 。 记者采访时 ， 王献伟正
准备去办理健康证 ， 随后陪同物
流公司将生产完备的货物送至高

速路口 。
谈到现在的感受 ， 王献伟说 ：

“乡政府对我们是大力支持 ， 复
工复产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 都会
想办法帮我们解决 。 开工前， 消
毒液不好找 ， 乡政府就帮我们买
来。 现在局势有了好转， 乡政府又
帮我们解决贷款 、 审批等后顾之
忧， 相信我们的生活、 工作恢复正
常的日子也不远了。”

本报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张楠楠 赵少辉

防疫不松懈 扶贫再发力

县政府周例会安排部署
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

扶贫就业点：

日前，濮阳县积极帮助企业做好厂区消毒、防疫物资供应等工作，加
快推进产业扶贫项目复工复产，动员贫困群众返岗务工增收，确保贫困户
不因“疫”返贫。 图为濮阳县渠村乡豫龙服饰扶贫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
赶制订单。 赵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