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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
“这个通行证可以几个司机共
用？”“我们之前已经申请过纾
困贷款，还可以继续贷吗？”“一
个企业一次性可以申请多少
张？”……

17日下午，晋江市工信局
联合陈埭镇溪边村防控办在溪
边小学举行“抗疫情、保运行”
纾困贷款业务推介对接活动，
现场吸引了陈埭镇溪边村 30
多家企业到场参会。

现场，晋江市供电公司、晋
江市农商银行、晋江市厚信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面对面为溪边
企业推介省里推出的纾困贷
款、“电 e贷”等系列纾困融资
新产品。同时，市工信局还现
场为溪边村的企业现场办理车
辆通行证，尽力为溪边企业保
运行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

本次会议，晋江供电公司
营销部副主任庄玮琳向在座的

溪边企业代表宣传推介“电 e
票”业务。庄玮琳告诉记者，

“电 e票”是国网电商平台推出
的一款电费金融产品。企业开
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交纳电
费，支付贴现利息后，合作银行
通过平台把贴后票据资金直接
转入企业用电账号代交电费。
企业全程通过线上流转，时间
短、效率高、利息低，可以有效
降低晋江企业电费资金压力。

面对企业复工复产遭遇资
金流问题，晋江农商行联合晋
江市财政局、工信局、商务局、
晋江市厚信融资担保公司等相
关部门，联合推出纾困专项资
金贷款。晋江农商银行陈埭支
行行长李益望介绍说，这款产
品主要有几个特点：利率低至
年化 3.2%，无其他费用；担保
灵活，可以抵押、二押、保证、信
用；申请贷款的额度最高可达
1000万元；此外，农商行为办

理的企业提供了绿色通道，办
理速度很快；更值得关注的是，
晋江市厚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可以免费为企业提供担保。此
外，在指定时间内，纾困贷款的
企业申请次数不限，只要前五
期每家企业的纾困贷款金额不
超过1000万元，便可以申请增
加额度。

“很感谢晋江各级政府部
门，能够亲临现场为我们中小
企业排忧解难。”晋江市云步鞋
材总经理李军说，现在晋江解
封了，企业面临的就是复工复
产，但是很多村庄不认我们的
通行证，有了工信局给企业开
出的工业物资运输通行证，企
业的货物就可以第一时间运送
给客户。李军还告诉记者，现
在企业正在加班加点赶订单，
如果物流、货运站运转顺畅的
话，大概一个多月就可以把之
前落下的订单补回来。

“今天我们在溪边村举办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推进疫
情重点村的复工复产，让企业
满负荷生产。其中，纾困专项
资金贷款，符合条件的单家企
业最高可申请 1000 万元，由
于有财政的贴息，贷款利率更
低，更适合中小企业。”晋江市
工信局副局长陈连智表示，后
续，晋江市工信局还将联合市
各相关部门帮助企业抗疫纾
困，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企业
生产经营的影响，助力企业全
面复工复产。

据悉，本次会议上有 27家
企业与电网公司对接“电 e
贷”，有 17家企业与晋江农商
银行对接第六期纾困贷款，总
意向金额约为 4200万元。同
时，晋江市工信局还现场为泉
州市顺晟鞋材有限公司等近
20家企业办理 23张工业物资
运输通行证。

17日下午 3点多，当晋江城管局海尾专班机
动组组长程似锦将最后一批蔬菜搬到第七网格蔬
菜供应试验点后，便脱下防护服，准备离开海尾
村。因为，晋江全市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共享
电单车、智慧停车次日将恢复运营，作为停车办负
责人的他，将奔赴另一条“战线”。

最后一天，程似锦也放心不下海尾村的菜农，
他在第七网格搞了一个练摊试点，由菜农打包好
4斤多重的蔬菜，放在试验点，居民扫10元就可以
带走1包。

早上 8点多，第一批 50包，十多分钟就被“抢
光”。程似锦赶紧打电话让菜农再准备50包。下
地收割、打包，半小时后，程似锦又将50包菜送到
了试验点，同样快速被“抢光”……下午 3点多离
开海尾时，程似锦已经第四次将蔬菜运送到试验
点。

“今天这个试点很成功，明天七个网格都将
推行，每个网格至少放 100包。”供销两旺的结
果，让程似锦放心地离开。当天，由政府专项用
于采购蔬菜的 43260 元也全部发放到菜农手
中。

本报记者 李玲玲

“生了！生了！母女平安！”3月25日，陈埭中心卫
生院产科内传出这样一句报喜的话语。短短 8个字，
让等候在外的家属内心的焦灼感一扫而空。原来，这
名来自陈埭岸兜村的二胎产妇，产程发动比较临时，快
临产了才发现，转诊晋江市医院已经来不及。

彼时，陈埭镇仍处于封控区，所有人员原则上只进
不出。为了保障孕妇平安产子，陈埭中心卫生院医护
人员迅速开通隔离产房，并给产妇家属做了“抗原检
测+核酸快检”，确保产妇和家属及时入院。一小时
后，这名产妇顺利生下一名女婴。

像这样的紧急救治，在封控期内的陈埭中心卫生
院里发生了近百次。据悉，为了满足陈埭镇重点村以
外的群众看病取药需求，陈埭中心卫生院在派出医护
人员参与采样工作的同时，各科室均留下一名医生和
一名护士，组成了医疗服务小组，通过“微信群+电话”
指导、急诊救治、慢病取药等多种形式，分区分类为群
众开展医疗救治。

“陈埭镇有 26个村，我们每个村都派了一个驻村
医生，这些医生 24小时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受村民
医疗服务咨询。”陈埭中心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群
众只要有需求，不仅可以电话咨询，还能通过微信群一
对一和医生进行线上会诊。如果病患情况比较紧急，
医院还会一对一接力转诊到上级医院救治。

3月 29日，处于封控村的艾女士因发热由 120送
至医院发热门诊救治。医生第一时间为艾女士进行问
诊。在排除感染新冠病毒的同时，却意外查出艾女士
患上肺癌。当晚，由于气温较低，艾女士身体愈加虚
弱，需要转诊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可当下却没有
车辆可以负责将其转运。经医院院部协调，在加强防
护的前提下，为患者和家属安排了单间隔离病房，并由
专人对症处理。待第二天后，再由专车转运到上级医
院。“非常感谢医院以人为本、敢于担当的作为。”事后，
患者家属对医院的及时救助和特殊照料表示由衷的感
谢。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慢病患者不停药，各村的驻点
医生和志愿者还会收集慢病患者的购药需求，汇总到
慢病取药微信群中，由志愿者带着患者的卡和取药信
息，到医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忙完成开卡、开药、取
药、结算等服务。

“一天像这样的拿药有两三百人次，每天这些工作
人员在医院内往返穿梭，日常步数有时达到上万步。”
该院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医院还负责处理了很多外
伤患者。据统计，3月15日至4月15日，陈埭中心卫生
院医疗服务小组帮助慢病患者拿药5240人次，发热门
诊接诊1606人次，其他诊疗服务2578人次。

本报记者 赖自煌

“我是一线医生，更是一名党员。我请求加入健康
管理中心工作。”3月中旬，疫情来袭，晋江中西医结合
医院五官科主任李堆银向医院领导递交“请战书”，主
动加入风险较大的隔离中心医疗队。

李堆银说：“面对疫情，晋江上下同心抗疫，作为一
名医生，我更加责无旁贷。”

3月 17日起，李堆银进驻磁灶镇健康管理中心隔
离点。虽然主要工作是负责隔离人员入住登记、体温
测量、核酸采集、中药发放，以及对保洁工作进行指导、
监督等，但实际要做的却远不止这些。

工作中，李堆银发现，隔离人员大多与确诊病例有
过密切接触，属于高风险人群，不少人因为对新冠疫情
认识不足，对相关知识了解甚少，有的急躁，爱乱发脾
气；有的抑郁，问话不答；有的毫不在乎，行为鲁莽；有
的诚惶诚恐，束手束脚。

于是，如何加强防控知识宣传、做好隔离人员的心
理疏导成为李堆银关注的重点。他认真记录每一名隔
离人员的情绪表现，有计划地进行谈心。他时而是医
生，及时解除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经常性地对他
们进行鼓励；时而是生活上的贴心管家，细到过问他们
的一日三餐、日常起居……

过去一个月来，李堆银为糖尿病人员免费送过药，
为患有眼疾的人员提供过紧急帮助，教过老大爷使用无
线网络，教过老大妈使用电热水壶……事无巨细，只要
是隔离人员提出的合理诉求，他都尽力去做。

“都说隔离不隔爱，这份爱就需要我们来付出。”李
堆银说。

“谢谢‘大白’的悉心关照，让我的隔离生活充满希
望。”“感谢李医生，是你的暖心陪伴让我度过了难熬的
隔离日子……”转眼间，李堆银已迎送隔离观察人员
200多名，每每看到隔离人员离开时给自己发来的感
谢信息，所有的辛苦瞬间都被感动所冲散。

李堆银说，疫情期间，医院共有6名医护人员主动
加入磁灶镇健康管理中心隔离点工作，他只是其中一
员。目前，大家都还坚守在隔离点，只要疫情不退，他
们就一直在。

17家企业意向申请约4200万元
陈埭溪边举办“抗疫情、保运行”纾困贷款业务推介对接活动

陈埭中心卫生院
保障封控区群众“医”路畅通

不畏风险
从五官科“请战”隔离点
——小记磁灶健康管理中心
“暖心管家”李堆银

他在海尾“卖”菜

本报讯（记者 朱艳） 18日，晋江全市公共自
行车、共享电单车、智慧停车统一恢复运营了。

早上7：30开始，晋江全域路面扫码停车泊位已
恢复正常运营，未驶离将开始启动收费计时。此外，
共享电单车和共享自行车也同步恢复运营。

从15日起，晋江已连续3天，对共享自行车和共
享电单车车企的办公场所、调运车辆、共享车辆等进
行了全面消杀，尤其对全车身消杀的同时，确保车把
手、座椅等重点部位消杀到位。

晋江市停车办要求，各共享车辆的车企在恢复运
营前必须提交运维人员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至平台
公司；对共享电单车，包含车况、手刹、电池等全面检
查；对调运车辆、充电场所进行安全隐患自查；签订恢
复营运承诺书，保障常态化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共享车辆连续消毒三天
落实常态化防疫措施

本报讯 （记者 沈茜 秦
越）昨晚8时45分，趁着涨潮，
晋江首批 10艘停泊在深沪渔
港码头的远洋渔船鸣笛出港，
有序驶离。据悉，这批渔船为
泉州地区首批复工复产恢复出
海作业的远洋渔船。200多名
渔民将远航北太平洋进行捕
捞，预计今年12月底才回港。

昨天下午，中菲远洋渔业
集团总船主洪国添和船员们将

出海行囊搬上渔船、整理好渔
具，并准备好口罩、消毒液、体
温计等防疫物品，为复工出海
捕鱼做最后准备。同时，海关、
边检等部门也提前为出海渔民
做好测温、扫码、查证等疫情防
控措施。

“总算盼来这一天了！”洪
国添激动地说，受疫情影响，今
年这些远洋渔船比往年迟了一
个多月才出海生产作业。现在

终于可以复工了，大家都很激
动，希望此行可以顺利平安，满
载而归。

“眼看着最佳捕鱼期到来，
却无法出海，我们心里都很着
急。但是船员健康证明、护照
等没办好就无法作业。”中菲远
洋渔业集团董事长陈著添表
示，“我们能率先复工复产，得
益于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
门的全力支持，真的很感谢！”

“渔船出海后，我们还会继
续加强海上生产的管控，实现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大闭环
管控。”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表示，疫情
以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按照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通过
深入调研、靠前服务、严格把关
等举措，有序推进渔业复工复
产，全力保障“菜篮子”平稳供
应。

晋江10艘远洋渔船鸣笛出海
为泉州首批复工复产的渔船

程似锦在海尾工作的最后一天仍在为“卖”菜奔波。

工作人员对共享电单车消毒。

本报记者 朱艳
一句句感谢的话语表达着菜农们的心

声，也让程似锦觉得很欣慰。
入驻海尾以来，得知该村50多名菜农的

菜销售不出去，另一方面，因为被封控，海尾
1.2万多人却没菜吃，程似锦积极奔走，打通
了这条供需通道。他曾经在一天多时间内组
织收购了 2万多斤蔬菜，打包成 9300份，送
到海尾新晋江人手中；也曾通宵帮忙热心人
从菜农手中购买 1.2万斤菜用于捐赠，并于
当天将蔬菜送到群众手中……他每天都奔
波于坑坑洼洼的田间地头，分配订单、组织
收割、检查菜品、发车运送……据不完全统
计，他和队友们已为海尾村民运送了6万多
斤蔬菜。

目前，在他的牵线奔波下，海尾 1.2万多
名群众已经在“闭环”中实现了“青菜自由”。

当兵十多年的他，之前从没穿破一双军鞋，
而为了菜农，他穿上珍藏的“最后一双军鞋”，日
夜奔波，仅仅18天，军鞋就被穿破了。在菜农心
中，他就是最贴心的好大哥、好干部。除了销售
蔬菜，他还做了很多：谁生病了，他立即帮忙买
药；家里有困难的，他隔三差五地送去爱心包；张
家缺化肥、李家缺农药、王家缺种子……菜农只
要有困难，他就想尽办法帮忙解决。

“在海尾的这段时间，感觉像重新回到
了部队，虽然这场特殊的战役时间紧、任务
重、事情多，但能实实在在做点实事、好事，
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程似锦
说，如今，从疫情防控第一线转战“复工复
产”这条新战线，他将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
更好。

“虽然一个多月没回家了，但现在要离开，
心里还是舍不得。”程似锦依依不舍地说。

当天早上，他在 7个网格找好了与菜
农对接的工作人员。随后，又特地找到菜
农张乐元，让他作为海尾 20多户菜农的
牵头人，接手程似锦的工作，并从网格工
作人员手中接受订单、统计后再向菜农们
派发。

“程队长要走了！”消息传出后，海尾菜
农在微信群里“炸了锅”：

“非常感谢程队长和海尾村志愿者、工
作人员帮我们菜农销售滞销的蔬菜，缓解
大家的经济压力……还帮大家采购蔬菜种
子、化肥和农药，再次感谢！”

“感谢对我家的关照、帮助、细心问候，
使我们在此次疫情中没有恐慌，安心居家，
战胜疫情！”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交界地带，有了
你的领导，才让我们生活有了保障。”

……

离开前 菜农的谢意满满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本报讯（记者 董瑞婷）昨日上午，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与晋江市商务局联合组成督查组，对罗山街
道、梅岭街道开展餐饮店、便利店、零食店铺、水果店、
美容店等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疫情防控检查，重点检查
场所管理、人员健康管理、入店人员管理等三项内容，
共检查12家商户，并对其中不合格项目较多的5家商
户进行查封，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后再申请营业。

在罗山街道福兴东路的一家便利店，检查人员走
进后发现，店主未佩戴口罩，店内未张贴场所码，当天
未进行消毒，也未储备口罩、测温仪等防疫物资，对进
店人员未进行测温验码，也未建立健康监测台账。检
查人员立即责令店主暂停营业，依照要求进行整改。

在梅岭街道晋江万达金街的一家零食店铺，检查人
员发现，该店铺员工超过两天未进行核酸检测。检查人
员立即查封店铺，要求店主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台账，从
业人员须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行复工。

昨日，晋江市领导陈希带队检查在建房屋和市政
工程复工复产工作。她要求，各个项目要从严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做好安全生产检查，建立健全各个项目常
态防控、安全生产机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上足设
备、人员，开动马力，把落后的进度补上来。

本报记者 蔡斯洵

未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5家商户被查封

简明新闻

民警为即将出海的渔民进行边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