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记者从泉州市医
保局晋江分局获悉，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晋江医保
部门积极推行“不见面”办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提供
医疗保障服务11477人次。

3月21日，晋江医保窗口线下服务暂停后，及时
依托报纸、新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周知并引导
群众通过“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电话办”等非接
触办理方式办理业务。同时，驻医院医保服务站坚
持开放，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医保业务。

此外，医保部门在疫情期间迅速出台了延长门
诊特殊病种有效期、延长职工医保中断补缴期、实施

“长处方”报销政策、拓宽特殊门诊医疗保障服务范
围、支持委托他人代取药、支持部分门诊慢性病住院
报销等惠民举措，并通过定点医疗机构业务微信群
定期解答政策，实现业务问题即时协调，确保参保患
者医保待遇不因疫情受到影响。

据统计，疫情发生至今，医保部门已累计提供医疗
保障服务11477人次（其中线上办理8382人次，现场
办理 627 人次，咨询服务 2468 人次），共办结业务
9009人次。

疫情期间
晋江医保服务“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许春）“这笔贷款真及时，我们
又有资金投入生产了。”连日来，经过晋江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的牵线，园区内 8家企业共获得银行纾困
贷款4989万元，解了资金周转难的“燃眉之急”。

某模具企业位于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是一家员
工不到百人的小型企业。疫情发生后，因物流暂停
和原材料上涨等，企业生产受到了影响。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我们停产了几天。仓库
里的货品也运输不出去，资金回笼出现了问题。”该
企业负责人王先生说，就在他们为进货资金发愁时，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联系到了他，“工作人员
问我们企业防疫工作和复工复产怎么样，资金上有
没有困难，并表示政府可以帮忙对接金融平台。”

了解到该企业确实缺生产资金后，经济开发区
工作人员将企业负责人拉进了经济开发区纾困贷款
政银企担平台微信群，群里既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领导、工作人员，也有银行负责人等。

经过在平台微信群里的线上咨询和精准对接，
提交材料3天后，该企业就收到了申请的270万元纾
困贷款。

“在经济开发区的牵头下，我们对接了 60多家
中小微企业，除了首批发放的纾困贷款，还有 39家
企业申请的共计 1.59亿元贷款获得了审批。”晋江
农商银行公司部经理黄国含介绍，该行还联合经
济开发区开辟了纾困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不同
类型企业进行分类指导，提高了审批效率，“最快
的一笔贷款，企业当天送来申请材料，当天就过审
了。”黄国含说。

除了对接农商银行，昨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还
联合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纾困贷款
政策，为园区企业拓宽纾困贷款渠道。

“4月初，晋江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开始逐步向好，
我们在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开始摸
排企业存在的复工复产难题，详细了解企业纾困贷款
的资金需求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型，经济开发区联合金融机构制定
了抵押、担保、信用等不同方案，通过“一企一策”提高
了纾困贷款的审批通过率，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晋江经济开发区
8家企业获得纾困贷款

“这些菜都快烂在地里了，要
不我捐给村委会和老人会吧
……”自池店镇全域封控以来，
菜 农 自 产 自 销 的 渠 道 被“ 截
断”。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辛
苦种的青菜快要烂在田里，56
岁的江西籍菜农胡志根连向村
委会求助。

池店镇营边村毗邻池店三
大市场，地理位置的优势吸引了
不少新晋江人到这里种菜。他
们多种植生菜、油麦菜、上海青
等叶类蔬菜，一天大约可收成
1500公斤。

在营边村，像胡志根这样遭
遇困境的新晋江人还有 15 户。
他们有的希望按一斤一块钱的价
格卖给村里，也有菜农打算把田
里的菜都捐给村里。

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驻村干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
组织人员下田摸排情况。管委会
干部首先与村委会商量自产自
销，保障本村蔬菜供应，但村民购
买量与菜农收割的产量还有很大
差距。管委会还联系商务局对接
部分大型商超，但叶类蔬菜不易
保存，商超企业均不愿承接。为
解决蔬菜滞销问题，管委会与村
委会干部群策群力，想方设法多
管齐下，切实打通蔬菜销路。

驻村干部给力 保供纾困一举两得

池店营边村 滞销蔬菜有了“出路”
本报记者 沈茜

“小张，我老婆是孕妇，要去医院产
检，我们该办什么证明才能出去？”

“小张，卡口组的后勤保障物资告急，
能否帮忙协调下！”

“小张，这份志愿者行为规范再修改
下！”

……
大家口中的“小张”，是晋江市农业农

村局下派陈埭庵上村的党员干部张文圣。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张文圣发挥党员表率
作用，怀揣着与时间赛跑的决心、和疫情决
战的信心，恪尽职守，勇作“卡口战士”。

守关卡 筑防线
当好防疫“守门人”

在这场特殊的战“疫”中，村口卡点成
为抗疫的最前线。在万家灯火点亮之时，
庵上村防疫卡口的那盏灯，显得尤为明亮。

“特殊时期，不可以出村，请安心居
家……”疫情形势严峻，阔兴路口成为庵
上村车辆、人员出入的唯一通道。身为该
卡点小组组长，张文圣丝毫不敢马虎大
意，带领值班同事一起做好进入人员车辆
的报备登记、扫码查验、测温、场所消杀等

各项防疫措施，做到不落一车、不漏一人，
全力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对于
不符合通行要求的车辆，坚决予以劝返。

3、4月份天气多变，张文圣和组员们
日夜坚守着阵地。正是这份坚守，让黑夜
白昼下的庵上更加宁静祥和。

一次，张文圣在劝返欲外出的群众
时，得知该群众家中已多日采购不到食
物，便毫不犹豫地将卡口执勤人员的部分
食物送给他，同时耐心告知他如何购买生
活物资，换来群众的配合和理解。

战“疫”一打响，张文圣便积极报名参
与青阳街道阳光社区等基层抗疫志愿服
务，配合社区做好核酸检测。刚开始，他
被安排在后方做后勤保障，为前方抗疫人
员准备和运送需要的物资，做大家坚强的
后盾。当庵上一线还需要人手支援的时
候，张文圣主动请缨、逆行而上，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热心肠“爱管事”
温情小事暖人心

在把牢卡口，守好“前哨”的同时，张
文圣还“身兼数职”。因为热心肠、“爱管

闲事”，所以认识他的群众都爱“麻烦”他。
自从封控以来，庵上村烟浦小学的3名

留守教师都是自己在宿舍煮饭。张文圣得
知他们没有油了，就积极协调村委会，及时
为她们解决后顾之忧。村里的馒头店营业
后，店长让张文圣帮忙把车子开去加油，他
二话不说及时处理，没有耽误馒头配送。核
酸检测人手不足时，他协助维持秩序。消
杀、转运物资、搭建帐篷的现场，也经常有他
忙碌的身影……对于找上门来的“活儿”，张
文圣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毫无怨言。

派驻庵上村以来，因住宿紧张，张文
圣和众多志愿者住在了由庵上幼儿园教
室改造的大通铺里面。面对简陋的住宿
环境，他没有任何抱怨，还为入驻同志帮
忙领取被褥、洗漱用品、食物、防护用品等
生活物资。

“看到一个个问题被解决，听到受助人
一声声真心的感谢，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张文圣说，这段时间，当他看到身边有太多
不辞辛苦的一线人员，都在勇敢地为这场战

“疫”而努力着，也看到村民们为恢复正常生
活而积极配合着，内心就充满动力，忘了累
和苦。“相信只要我们同心抗疫、共克时艰，
定能早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农业农村局抗疫日记⑤

张文圣：坚守防控一线的“卡口战士”
本报记者 沈茜

本轮疫情暴发后，晋江交警
陈埭中队的张宏达迅速响应号
召，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严
格落实公安战时纪律，坚守在防
疫封控区一线；在查验点执勤时
认真履职，严格做到逢车必查、逢
人必检，全力确保封控区疫情不
外溢、不蔓延；同时积极主动带队
巡逻，严格查处违规上路车辆，劝
返无故离家群众，严格落实封控
要求。

张宏达日夜坚守，始终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诠释了“疫情当
前警察不退”的铮铮誓言。

3月13日，张宏达母亲刚在泉
州做完腰部手术后要返回惠安休
养。但因疫情防控需要，张宏达无
法送母亲回惠安，只能让其他人代

为帮忙。疫情期间，母亲在惠安休
养，目前只能躺在床上，无法行
走。因家中没有其他人，张宏达只

能拜托邻居及村里人帮忙照料母
亲。每天等工作结束，他才能与母
亲通话，关心她的身体情况。

责任在肩 战疫有我——记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晋江交警
本报记者 朱艳 通讯员 蒋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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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保供、机
关干部职工认购、
就近销售……为帮
助晋江池店镇营边
村16户菜农解决蔬
菜滞销问题，连日
来，晋江市行政服
务中心管委会驻村
干 部 使 出 浑 身 解
数，多举措帮助菜
农纾困解难，让菜
农展笑颜。

“没想到这么快，我的心头大事就给
解决了！”1500公斤左右的蔬菜在短短
时间内就有了销路，这完全出乎胡志根
的意料。

胡志根来晋江已有30年了，在营边
村就有 15年。他最早在工厂打工，后
来，他和妻子相继因身体原因需要治疗、
吃药，加上要抚养三个孩子，家庭经济捉
襟见肘。这几年，他和妻子一起承包了
营边村里近 6亩的菜地，多多少少给家
里赚点生活费。

“一开始封控后，我就想着，这些菜
既然卖不了，干脆就捐给村里。”胡志根
坦言，自己来晋江的时间比在老家还长，
对晋江早已有了很深的感情。

杨志勇听说后，被胡志根的心意所
打动。但是考虑到这些菜是他家唯一的

收入来源，是一家五口的生活费、孩子的
学费……“这样吧，你非要捐，就捐 100
公斤就好了。”在杨志勇的极力劝说下，
胡志根捐出 150多公斤，剩下的 1000多
公斤卖出去。

其实，身为新晋江人，胡志根一直都
怀有感恩之心。曾有过教师经验的他，
此前连续两年为营边小学五年级一个班
级义务辅导珠心算。“我三个小孩都是这
所小学培养的，所以我想着有余力的时
候去辅导辅导学生，能帮助一点是一
点。”胡志根说，“来晋江这么多年，我早
就把这里当第二故乡了。这场疫情，更
是让众多像我一样的新晋江人感受到了
社会的温暖。”

“这次助农行动中，还有很多菜农都
踊跃捐菜，其中一个外地菜农还捐了 8
吨菜。他们这份朴实的心意让我感动，
也让我们这些在一线抗疫的人员充满动
力。”杨志勇表示。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单位人数不
少，如果我们组织发动单位人员认购，是
不是也可以帮忙减轻一点压力？”晋江市
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驻营边村干
部杨志勇“灵光一闪”，想到这个好主意。

在他的组织发动下，菜农们加紧蔬
菜采收。在志愿者的帮忙下，绿油油的
生菜、油麦菜、上海青等被打包成份，按
照一份2.5公斤、每份10元的价格，点对
点运送到市行政服务中心。

“我要买点，反正家里也需要吃。”
“这些菜这么好，坏掉可惜了，我也要买
点！”此次爱心行动得到中心同事们的纷
纷响应。一份、两份、五份……很快，大
家就认购了500份蔬菜包，共1250公斤。

随着一辆满载着爱心的新鲜蔬菜货
车抵达中心一楼广场，认购人员分时段
错峰下来排队取菜，保持一米距离，领完
蔬菜后就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上班。

将蔬菜保供本村村民也是一大途

径。工作人员每天分别在东区、南区、北
区网格群发布订购通知，村民可通过各
自所属网格群进行订购，网格员负责统
计收款和联系菜农，再由志愿者定点定
时分批分发。

此外，驻村干部还帮忙打通周边
村庄销售渠道，联系支援池店镇的相
关驻村单位，如支援唐厝村的泉州市
医保局晋江分局、支援赤塘村的产投
集团，对有需求的村，实行点对点、无
接触的方式进行销售。农户只要备好
货源，营边村委会组织志愿者专人专
车载到目的地，再由其他村志愿者卸
车运走。

“菜农种菜不容易，我们能帮一点
是一点，相信大家同心抗疫、并肩作
战，能早日战胜疫情。”市行政服务中
心督查科科长、驻营边村干部黄碧凡
尽心尽力，协助菜农定点分批分发蔬
菜。经过驻村干部、营边村干部的共
同努力，三天时间帮助菜农销售 5000
多公斤蔬菜，解决了蔬菜保供和菜农
纾困问题。

多措并举找“出路”

新晋江人的暖力量

16户菜农愁销路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张志
超始终站在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每天白天黑夜都在连轴转；
亲人去世，他并没有因此放下
手中的工作。

张志超是晋江交警陈埭中
队外勤组长，他在工作岗位上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着
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自泉州疫情发生以来，交通
管理工作异常繁忙。作为外勤
组长，张志超要组织辅警队员上
路巡逻设卡，维护良好交通秩
序，也曾多次协助中队领导设置
辖区的封控点、中队警卫安排和

各个封控点的执勤安排表。
张志超患有痛风，在这期

间，多次发作，但他仍坚持在岗
在位，在辖区封控点执勤时，有
队员发现他走路一拐一瘸才知
道。

3月19日，张志超的外婆去
世。当时正处于泉州疫情刚发
生时期，他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未能回家见外婆最后一面，这让
他心里特别内疚。

“外婆在世时总是让我好好
工作，工作要认真负责，她离世
前没能见上一面，我内心很自
责。”张志超说。

何连发是晋江交警大队一中
队的一名内勤辅警，主要负责对
中队一百多人进行勤务排班。

3 月 13 日疫情暴发以来，
中队参与执勤的卡点、人员不
断变化调整，何连发总是快速
响应上级指令，对警卫任务、核
酸检测点、卡口执勤点、辖区巡

逻进行勤务排班，确保人员及
时到位。凌晨一两点在办公室
电脑前排班，凌晨五六点又在监
控室查看执勤点位现场情况，中
午大家在午休时，如有警卫任务
他又要马上来到办公室……只
要工作需要，他 24 小时随叫
随到，尽职尽责。

晋江交警一中队副中队长林
少烽主要负责事故方面的工作。
疫情暴发之初，他积极响应，主动
请缨，第一时间前往疫情防控一
线执勤，先后在双龙路苏塘大桥、
水头外线、牛山高速口 3个疫情
防控执勤点执勤。

除了“白+黑”连轴转的卡点执
勤外，林少烽还要兼顾事故车辆逃
逸侦破，以及冲关车辆的追踪研

判。他不是在执勤卡点对过往车
辆进行检查，就是在中队视频监控
室盯着监控屏幕。“踏实肯干，任劳
任怨”是同事对他的评价。

林少烽的妻子是泉州市洛江
区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一
直坚守在抗疫一线。两人将未满
三周岁的幼儿交给老人照顾。已
经一个多月没回家的林少烽，只
能通过视频向家人表达思念。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晋江市交警大队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涌现
出许许多多战“疫”先锋。他们用担当彰显忠诚，用行动诠释使命。

张宏达 母亲手术在家 他只能视频问候

林少烽 与妻子两地抗疫 一个多月没回家

何连发 24小时随叫随到

张志超 痛风发作 他一拐一瘸执勤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昨日，由晋江市林业和
园林绿化局组织的35名消杀人员兵分三路，对晋江
市区主要公园绿地开展消杀工作。

在八仙山公园，消杀人员手持喷管、背着喷雾器
对公园广场、亭廊、座椅、公厕、垃圾箱等市民常用设
施及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喷洒和擦拭，全力切断“物
传人”途径。

“这两天，我们将持续对八仙山公园、崎山公园、
世纪公园、敏月公园、绿洲公园等公园开展消杀工
作。”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消
杀前已经组织专家对消杀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
消杀全方位、无死角。

晋江在市区公园绿地
开展消杀工作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陈耀宗 庄凌龙）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好样的！”昨日上午，晋江市公
安局政委苏家明一行专程到陈埭镇苏厝村慰问跳水
救人勇士苏世泉，为其送上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
问金。

今年42岁的苏世泉是晋江陈埭镇苏厝村人，疫情发
生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并成为一名志愿者。

“有人落水了！”5日晚 8时许，苏世泉准备为村民送
物资，经过苏厝村群兴路九十九溪铁桥边时，听到有人呼
救。危急时刻，苏世泉迅速翻过桥上的护栏，直接跳入
了五六米深的河中，奋力游到落水者旁边，将落水者拖到
岸边，并实施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

民警和该村抗疫工作人员闻讯也赶到了现场。
据了解，落水者是苏厝村民苏某。大家一起将苏某
抬上 120 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苏某已出院
回到家中。

救人后，苏世泉全身湿透，手臂也多处被沙石划
伤。“虽然我会游泳，但也有近 30年没游泳了。当时没
有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把人救上来。”苏世泉说。

事后，晋江市公安局在第一时间启动了见义勇为
确认程序，展开调查取证。经调查核实，苏世泉不顾个
人安危、英勇下水救人的行为符合见义勇为标准，值得
肯定与学习。

手捧“送上门”的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问金，苏
世泉直言，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事，以后遇到
类似的事情，还会义无反顾伸出援手，能帮的尽量帮。

陈埭苏厝苏世泉
抗疫路上勇救落水村民

张宏达在路上值勤。

张志超在路上值勤。

驻村干部帮忙搬运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