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谢！ 药已送到家，让您
费心了！ ”这是 2 月 14 日清丰县纪
委监委信访室主任李国涛收到的一

条短信。
短信是由清丰县金域华府小区

的一名户姓业主发来的。 事情源于
一个求助电话：“喂！ 您是县纪委监
委李主任吗？ 有件事情您能否帮个
忙？ ”2 月 13 日上午 9 时，正在金域
华府小区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

李国涛突然接到该业主急切的求

助。
原来该业主的父母均已年过六

旬， 在双庙乡老家居住， 且其父亲
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 需要常年用
药。 因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农
村和社区严格实施出入管控， 家中
备药仅剩一天的户姓业主情急之

下， 就想到了有督查任务的县纪委
监委。

“有事请讲， 只要不违纪违法，
能帮就一定帮。 ”当时，接到电话后，
李国涛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由此，“疫” 线战场上一次爱心
接力也拉开了序幕。 从陪着户姓业
主去买药， 到将药传递到督查小组
工作人员那里， 再到督查小组工作
人员将药转到双庙乡工作人员手

里， 最后再由双庙乡工作人员经村
“两委”干部转交其父母。

整 个 爱 心 接 力 历 经 几 次 周

转 ， 能够在一天之内落实到位 ，

也是清丰县纪检监察干部务实高

效的一个缩影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 清丰县纪委监委党员干部始终
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根据县
委安排部署， 不仅承担着疫情防控
监督检查任务，还是金域华府、世外
桃源两个小区的网格责任单位。 工
作中，大家始终把人民需求作为“大
事”。 谁家米、面、蔬菜跟不上了，他
们会主动帮助联系超市工作人员送

货到小区门口，然后再逐户送达；谁
家有人出现头疼、感冒，他们会及时
联系医生帮助检查， 或者陪着去医
院接受治疗；对于没有口罩的居民，
他们还会把自己的备用口罩贡献出

来……
看似一件件平凡小事， 赢得的

却是最大的 “民心”。 居民们也都
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不给工作
人员找麻烦， 不给政府添麻烦， 有
的居民主动要求加入志愿者队伍，
有的居民还积极为工作人员送去水

果、 纯净水等。
群众利益无小事。 “我们把群众

需求的‘小事’办好就是‘大事’。 这
样赢得的不仅仅是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 更有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场战‘疫’的信心和决心。 ”2 月 20
日,李国涛表示。

本报记者 王莹 通讯员 刘云苍

王璐

把群众需求的“小事”办好就是“大事”

清丰县纪委监委

“原本打算家人聚在一起好好
为你庆贺一下， 但在岗位上用这种
方式度过一个特殊的生日， 对你的
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把你的工
作干好， 妈妈等着你平安回家。 ”2
月 25 日清晨，在岗位上连续工作了
一天一夜的清丰县第一医院护士王

平打开手机， 看到了母亲发送给自
己的生日祝福，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原来，这天是王平的 22 岁生日。

1998 年出生的王平，是清丰县
第一医院心内科的一名护士。 疫情
发生后， 得知医院的发热门诊和隔
离留观病房需要支援， 她主动向科
室申请参与一线工作。 在请战书上
按下手印的那一刻， 她说：“没啥可
犹豫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我们
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

发热门诊承担着分诊、 疑似新
冠肺炎患者的初筛任务， 是疫情防
控的最前沿阵地。 医护人员全天候
24 小时接诊，6 个小时轮值一次。为
了避免浪费防护物资， 她和同事在
值班期间不敢喝水，不敢吃饭，不敢
上厕所……由于每天需要戴口罩、
护目镜， 脸上常常会被勒出深深的
印迹； 双手因为长时间戴橡胶手套
不透气，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血点；

在防护服的层层包裹下， 不仅行动
不便，时间久了甚至会头晕头痛；结
束一天的工作后， 整个人像是从水
里捞出来一样。 “这没什么，每位医
护人员都是这么过来的。 ”王平说，
这些都不值一提，“非典的时候，我
只有 5 岁，还是需要被保护的孩子。
现在我长大了， 轮到我拿起接力棒
了！ ”

跟普通病人不同， 发热病人没
有家属在旁，除了医疗护理外，日常
生活的吃喝拉撒都要靠护士帮忙。
在这个更需要人帮助的时刻，王平要
求自己，要比平时更加细致用心地照
顾每一位患者。 遇到患者情绪焦虑，
她总是在床边悉心疏导,将满满的能
量与温暖传递给他们， 大家都亲切
地叫她“暖心天使”。

“能在防控一线贡献一份青春
力量， 我很自豪。 这是我最难忘的
生日， 这段经历将给我今后的人生
带来更多的力量。” 王平在日记里
记录下了自己的 22 岁生日， 同时
也许下了特殊的生日愿望： “希望
疫情早点过去， 待到春暖花开的时
候， 我们能够摘下口罩， 好好地拥
抱彼此！”
本报记者 樊欣欣 通讯员 韩娉婷

在持续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总有一些人在坚持、在逆行。 市交
通运输执法局工作人员李雁斌就是逆行

主力军中的一员。
作为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管控组

的联络员，自 1 月 24 日起， 他坚持 24
小时在岗 ， 以方便面为伴 ， 吃住在单
位。 传达上级会议精神， 汇总材料， 联
系组织会议， 协调各单位、责任组工作，
上报数据……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他付
出艰辛劳动。 最繁忙的时候，他一天需
要接打 200 余个电话。

为保证工作零失误，准确及时地将
各项指令传达落实到各个交通卡口，李
雁斌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把每天需要
落实、已经落实的事件一丝不苟地标注
清楚。 他还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及时为
社会人员出具通行证 500 余台次， 确保
疫情防控人员及防控物资运送及时、准
确到位。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后勤保障工作
十分重要。 为确保防控物资及时发放，
李雁斌每天早上 7 点开始工作， 第二天

凌晨 2 点才能休息， 中间经常是一碗泡
面解决温饱问题。有时饭吃到一半，调配
的防疫物资车辆到了， 他就立即投入到
入库登记、 消毒储存、 卡口分配等工作
中。

2 月 6 日降了雪， 李雁斌基本一夜
未眠。 当晚，各交通卡口打来电话：由于
天气原因， 高速公路上滞留大量车辆及
人员，紧急需要大量消毒液、口罩等防疫
物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运输车辆、
人力缺乏，紧急关头，李雁斌用私家车把
防疫物资送往一线， 并与大家一起搬运
物资。 寒冷的天气使他多年的膝盖旧伤
复发，他全然不顾；忙碌中不慎被车门挤
了手，钻心的疼痛也没耽误他继续工作。

在李雁斌这个“后勤保障员”的大力
支持下，我市 34 个交通卡点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1 月 25
日至 2 月 21 日，全市共检查货车 3.5 万
余辆，劝返货车 5200 余辆，劝返 7300 余
人；检查 7 座以下车辆 14 万余辆，劝返
1.8 万余辆，劝返 2.6 万余人，开展体温
检测 26 万余人。 本报记者 段利梅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低调不
为人知，更早地接近病魔的触角，
随时准备与死神较量。 他们每一
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甚至是每
一秒钟，都奔波在发现病患、寻找
病源路径、 追踪病毒可能传播的
密切接触者的路上。 他们就像一
个个“侦察兵”，在最危险的前线，
用自己的身体捍卫着身后的一方

净土。
他们就是华龙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防疫工作者。
2 月 12 日早晨上班后 ， 对

医疗机构报告的新冠肺炎疑似病

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对患者家
庭进行消毒消杀、 对疑似病例密
切接触者进行追踪……华龙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职工各司其职，
在各自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
华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

担着疑似和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

调查、 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管理、
患者家庭的消毒消杀、 病例标本
的运送等一线工作。 职工每次都
要深入患者就诊场所和家庭， 直
接面对患者和其他密切接触者，
工作危险系数高、 风险大。 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 全体干部职工
积极响应 ， 纷纷签订应战承诺
书， 自觉放弃假期， 一句 “有疫
情， 我先上”， 全力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 ， 没有一个人喊苦叫
累。

流行病预防控制科科长刘萌

芽，是本次疫情防控组的组长。随
着疫情形势的发展， 疫情防控技
术方案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她
深知肩上的重担，每每挑灯夜读，
分析疫情防控技术方案， 并把自
己的经验和心得分享给年轻的疫

情处置队员。 为及时审核流行病
学调查报告，面对离单位不足 50
米的家， 她却总是两三天不回去
一趟， 累了就在值班床上休息一
会，饿了就靠方便面充饥。她对工

作的执着， 更代表着其对生命的
敬畏。

流行病预防控制科副科长赵

建去年下半年新婚之际， 遇到华
龙区出现登革热疫情。 本该休婚
假的他，毅然放弃休假，带着对妻
子深深的愧疚， 火速奔赴登革热
疫情防控前线。春节假期，他本要
带已有身孕的妻子回山东老家看

望老人， 但为了新冠肺炎疫情处
置工作， 再次放弃休假加入疫情
防控队伍。 赵建是流行病学调查
队的一员。 流行病学调查， 简称
“流调”， 是通过与患者面对面的
沟通，了解患者的暴露史、活动史
和发病诊疗经过，追踪感染来源，
排查密切接触者， 为采取有效的
防控措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赵建
不是医生， 却同样需要面临较高
的风险， 虽然不用去病房抢救被
感染的病人， 但是要深入患者工
作、 居住和就诊等各个可能留下
病毒的场所调查， 寻找病毒的蛛
丝马迹， 以避免更多的人被病毒
感染。 “自己的事情什么时候办都
行， 有关人民生命健康的事不能
耽搁。 ”赵建说。

消杀组成员李含面对呱呱坠

地的儿子， 只能将对儿子的爱深
深埋在心里， 身背十几公斤重的
消毒器械， 对新冠肺炎患者家庭
进行消毒处置，数九寒冬时节，仍
然湿透了衣襟。

像这样感人的事， 在华龙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比皆是，但
是大家却说，这是我们的职责！他
们在疫情面前， 发挥着自己的专
业特长，用智慧、勇气和汗水努力
阻挡病毒肆虐的脚步。

“我们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坚信， 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胜利。 ”华龙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曹斌表示。

本报记者 王莹 通讯员 宗永

刚 刘兆胜 杨志军

王成帅是市油田总医院呼吸科重

症监护室一名护士，也是河南省第二批
援鄂医疗队队员。 从 2 月 2 日到武汉至
今，他和队友已经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隔离病房奋战了 1 个多月。

在这 1 个多月时间里，他们这些医
护人员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隔离服，与
病魔抗争、与死神赛跑 ，细心呵护着病
区几十名确诊患者，很累、很辛苦，也很
紧张 ， 每个人都在挑战身体和生理极
限，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最近， 王成帅有两件高兴的事：一
是他在武汉抗疫一线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并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
党员；二是截至昨日，病区已有 30 名确
诊患者痊愈出院，病区里患者的不断减
少，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这次王成帅能有幸参加援鄂医疗

队，奔赴武汉抗疫一线，既在意料之外，
也在意料之中。 2 月 2 日凌晨 1 点，正在
值夜班的王成帅突然接到医院人事科

的电话，说要委派他与科室另外两名同
事一起参加医疗队赶赴武汉支援，并且
要求当天上午 10 点钟就得出发！ 对于
支援武汉，王成帅早有思想准备：“对于
一名医护工作者来说，国家和人民的需
要，就是我们的责任。 ”王成帅在呼吸科
重症监护室工作，经验丰富 ，熟练掌握
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 、高流量吸氧
等各项专业技能。 “我年轻，身体素质也
好， 医院选派我去武汉既是对我的信
任，也是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 ，我自然
责无旁贷。 ”王成帅说。

王成帅他们支援的武汉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病区是在到达武汉的第二天

才刚刚开设的新病区，这里所接收的病
人都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他们所在的
病区共有 56 张床位，河南援鄂医疗队的
18 名医生和近 110 名护士共同接管。 短
短两天时间，病人就住满了 ，光是重症
患者就有 20 余人。

在这里， 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每
个人的工作都非常辛苦。 每天上岗前，

都需要严格穿戴防护用品， 做好自我保
护。医用防护外套隔离衣，三层医用外科
手套，中间两层 PE 手套，鞋套里里外外
三层，N95 口罩外面再加一个医用外科
口罩，防护眼罩外还有防护面屏。整个防
护装备穿下来需要一个小时， 对于体重
90 公斤的王成帅来说，整套动作下来早
已经汗流浃背。

在病区工作的日子里， 王成帅与同
事贾鑫鹏、丁慧利负责 30 余位患者。 武
汉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一直很紧缺，为
了节约医疗资源， 他们每次上岗前至少
三个小时就自觉不吃东西、不喝水，这样
做是为了减少上厕所。 因为他们只要从
病房出来一次， 就得重新更换一套新的
防护装备，而一套防护装备价值数百元，
谁也不忍心浪费。 这样， 他们每上一次
班，就要在 10 个小时内不吃不喝。

王成帅第一次戴护目镜的时候，由
于经验不足，护目镜很快就起雾；口罩也
戴得太紧，头很痛；7.5 号的手套戴三双，
因影响血液循环，手指都是麻木的。即使
如此，他硬是咬牙坚持、再坚持。 直到交
接班结束， 脱下层层防护措施， 头不疼
了，手也不麻了，整个人仿佛一下子从压
抑的环境中脱离出来。

2 月 20 日上午， 经过连续 18 天的
努力， 王成帅所在病区的第一位患者出
院了！ 患者的家人给河南援鄂医疗队写
了一封感谢信。 如今，1 个多月过去了，
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近 40 名患者痊愈
出院，病区的病人也越来越少。

经过这 1 个多月的历练， 王成帅从
刚开始听不懂湖北话、 吃不惯当地菜等
种种不适中慢慢适应， 已熟练掌握了穿
戴防护服、护理重症病人等业务技巧。更
让他自豪的是，在武汉，他和另外 4 名队
友一起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
请火线入党。 2 月 13 日晚，他们 5 名队
员在濮阳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一起面

向党旗庄严宣誓， 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
党员。

本报记者 贺德敬

援鄂医疗队队员王成帅

负重前行的“逆行者”

交通联络员李雁斌

当好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员

暖心护士王平

待到春暖花开 我们再拥抱彼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广大基层
党员干部奋战在防疫一线， 用自己的平
凡之躯，为百姓筑起防护堡垒。濮阳工业
园区昌湖街道办事处栾昌湖村村委会主

任栾好仓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月 23 日晚上，栾昌湖村武汉返乡

人员栾晓可感觉身体不适， 村医为其测
量体温发现有低烧。工业园区、昌湖街道
办事处等主要领导迅速赶到栾昌湖村，
对栾晓可的情况进行研判， 决定将其送
到医院就诊。拨通急救电话后，却得知救
护车被派往别处，无法及时赶到。情况紧
急， 栾好仓开车将栾晓可就近送往市油
田总医院发热门诊。

经过一番抽血检查， 医生建议将栾
晓可送往市第五人民医院进一步观察。
当时已是凌晨 3 点多， 栾好仓开车随同
市油田总医院医生一起将栾晓可送到市

第五人民医院，相关检查做好后，天已经

亮了。从医院回到村里，栾好仓顾不上休
息， 又立即投入村内卫生消杀、 入户宣
传、卡口值守等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栾晓可的父母、 弟弟和妹妹居家隔
离， 栾好仓关心着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生
活情况，多次为他们送去鸡蛋、蔬菜、面
粉、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随着疫情形势日
益严峻， 防疫工作也日渐忙碌。 2 月 3
日，栾好仓没时间去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就让自己家人蒸了一锅热腾腾的包子，
送到了栾晓可家里。

栾晓可的亲人时刻挂念着栾晓可的

身体情况，思想上有些焦急。栾好仓就通
过微信语音、 视频等与栾晓可的家人沟
通，安抚他们的情绪。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栾晓可排除了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已解除隔离。

“防控疫情，做再多都值得。 ”3 月 9
日，栾好仓说。 本报记者 王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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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隔离观
察点让人望而却步，与隔离人员
接触，更意味着将自己放在被传
染的风口浪尖外，但依然有人为
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选择坚守。
24 小时不间断值守，定时对

楼梯 、楼道消毒 ，精心照顾隔离
人员，及时清运生活垃圾……这
些简单而危险的动作成为开发

区医学隔离观察点 （以下简称
“隔离观察点”）工作组工作人员
每天的例行工作。 他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让爱的溪流在隔离观
察点汇聚，不停地流淌。

墙上挂着鲜艳的党旗，一张
桌子，两名工作人员伏在电脑前
面对面忙着整理材料…… 3 月
11 日，走进隔离观察点，记者发
现这里的办公条件虽然比较简

陋，但工作人员工作热情高涨。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

第一线高高飘扬。 ’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隔离观察点工
作组第一时间向区机关党委申

请成立了火线临时党支部，目的
就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隔
离观察点工作组组长、火线临时
党支部书记王恒说。

为更加有效有力开展工作，
隔离观察点工作组成立伊始，专
门安排工作人员起草完善了《医
学观察制度 》 《日常管理制度 》
《留观人员管理制度》《消杀灭源
制度》等涵盖各个工作环节和层
面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大家学习
掌握、上墙明示、严格执行，确保
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有序衔接。
同时， 又把工作组分为管理组、
医护组、消杀组、后勤组，面对累
计接收的 56 名留观人员， 坚持
24 小时值守岗位，全天候管理服
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 为保证一线工作人员和隔离

观察点的公共卫生安全，隔离观
察点工作组对防护服、 温度计、
口罩、酒精等疫情防控所需的各
种物资多方筹措、 积极协调，有
的甚至个人垫资亲自采购、上下
奔走亲自沟通、个人驾车亲自配
送，确保了隔离观察点疫情防控
工作的日常需求。 面对家人的不
理解， 工作人员主动说服家人，
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全身心
地投入到工作中。 特别是 3 月份
以来，面对大量境外回国同胞需
要隔离观察、隔离观察点房源紧
张的矛盾，工作人员更是不惧危
险，铺床、刷马桶等，用一整天的
时间整理干净了首批留观人员

曾居住的 18 间房间， 并进行了
全面消毒通风，为后续留观人员
营造了舒适的居住环境。

同时，隔离人员年龄参差不
齐，他们中间有 70 多岁的老人，
也有 9 个月大的婴儿，食品安全
和营养问题又摆在了工作人员

的面前。 为了保持隔离人员均衡
的营养 ， 让他们吃上放心的饭
菜，隔离观察点工作人员又积极
联系相关酒店配送饭菜，每次饭
菜送来后，都是第一时间送到隔
离人员房间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隔离观察
点工作人员的真情最终打动了

隔离人员的心。 “隔离期间，我感
觉自己的生活和在家里没有什

么区别， 甚至比在家里还要好。
工作人员每天不分昼夜为我们

服务 ，卫生环境 、饭菜质量等各
方面做得都非常不错 ， 我很感
动。 ”即将解除隔离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

“来隔离观察点工作， 虽然
有些辛苦，但和那些奋战在一线
的白衣战士比起来，这点儿辛苦
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作为一名党
员 ，疫情紧要关头 ，我应该冲在
最前沿。 ”工作人员闫白忠如是
说。 本报记者 王莹

开发区医学隔离观察点

爱的溪流 在这里不停地流淌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
积极投入抗击疫情工作中。 作为一
名退役军人， 他始终坚信： 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他就是艾涛， 一名 80 后退役军人，
现任华安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南管区

主任。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 艾涛负责

安庄、韩庄两个村，这两个村常住人
口 3759 人，防疫工作并不轻松。 在
疫情排查阶段， 他与同行工作人员
到村民家里，细致排查，共排查 987
户。

在排查中，常有村民不配合，并
对其工作发出质疑。面对质疑，艾涛
到村民家中，与村民沟通交流，不厌
其烦地向他们讲解、 宣传科学防疫
知识，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把村民当
成自己的亲人对待， 得到了村民的
一致好评。

从防疫工作开展至今， 艾涛的

手机一直保持 24 小时开机，只为及
时了解掌握情况，及时处理。任何时
候他总是冲在防疫第一线， 对排查
到的武汉返乡人员第一时间进行隔

离。在返乡人员隔离期间，艾涛每天
都要询问他们的体温是否正常，及
时做好记录。有同事问他这样累吗，
他总说不累！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辖区企业
开始复工复产。 因此， 现在的艾涛
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辖区企业， 着
手企业复工复产事宜， 为企业复工
办理相关手续， 为辖区企业保驾护
航。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 一名共
产党员、 一名退役军人， 艾涛始终
将人民群众放在首位， 发扬军人退
伍不褪色、 雷厉风行、 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的精神， 在抗疫一线发光
发热。

本报记者 杜鹏

退伍不褪色 战“疫”显担当

退伍军人艾涛

声

明
▲史更勇 （身份

证 号 ：
410926197911141615）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资格证不慎丢失 ，声
明作废。
▲史记昌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8504145810）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货 运 资 格 证 不 慎 丢

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

平 价 车 行 的 行 政 章

（ 编 号 ：
4109020149797） 于

2020年 3月 12日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县国庆路

航天电动车配件商行

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928605002517） 副
本不慎丢失， 声明作
废。
▲濮阳市昆吾路

小天使游泳馆的天然

气押金条（用户编号：
1013496272） 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清丰县正康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行政章不慎丢失 ，声
明作废。
▲ 编 号 为

O410347305， 姓名为
袁赫鹏， 出生时间为
2014年 1月 31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驻濮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综合审判庭

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020002534701）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孔德志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8308133150）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押运员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孔德志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8308133150）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资格证不慎丢失 ，声
明作废。
▲濮阳市聚星艺

术培训中心的民办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 统 一 代 码 ：
524109003976457388）
正本、副本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清丰县阳邵乡

阳邵集宁超静品轩火

锅店的营业执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0922MA40FR5Q

40）副本不慎丢失 ，声
明作废。
▲张德傲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8002191313）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资格证不慎丢失 ，声
明作废。
▲张德傲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8002191313）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押运员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濮阳市益民路

小韩冷饮食品店的营

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10900MA451N3T3

J）副本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濮阳市通佳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的行

政章不慎丢失， 声明
作废。

本报仅对广告进

行形式审查，以上广告
所产生的后果由刊登

广告者本人 （单位）承
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