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驰援晋江陈埭镇横坂村以来，内坑镇驰援横坂村工作组担负了任务重、条件差、困难多的疫情防控
工作，以党建引领“网格作战”，注重“土洋结合”多种手段，全力以赴摸清底数、管住人员、做好服务，疫情防
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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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白蚂蚁防治公司
13959940793

【黑龙江省宾县平坊镇新发村新发屯
吴 广 利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列 ：
23012519851125243X，现声明作废。】
【黑龙江省宾县平坊镇新发村新发
屯吴广利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准 驾 车 型 ：
B2E, 证 号 ：23012519851125243X，
现 声 明 作 废 。 】
【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苏厝村新港路
21 号苏斯福不慎遗失身份证，列：
350582197401230514，现声明作废。】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永和镇内

厝村南区 205 号林水源不慎遗失

身份证，列：350582195902084018，

现 声 明 作 废 。 】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塔头孙村孙

晋 平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列 ：

350522195709143550，现声明作废。】

遗 失 遗 失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陈
巧玲 通讯员 陈诗颖）“你来
啦！今天想要点什么？全部都
是今天刚到的，非常新鲜。”“鱼
要不要来一条？活蹦乱跳
呢！”……昨日，晋江市池店镇
桥南社区农贸市场按下“重启
键”，大家期待的烟火气息回来
了。

“请大家戴好口罩，出示健
康码、行程码，测体温……”昨
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场入口处，
喇叭重复着提醒市民，3名工
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查健康码、
行程码，测量体温，并要求市民
扫码进入。

在完成扫码、测温及检查
后，记者进入菜市场内，只见海
鲜、禽类、蔬菜、水果、豆制品、
熟食等商品摆满各个摊位。不

论是摊贩还是顾客，都自觉佩
戴口罩，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售卖海鲜的摊位
上，摊主一边帮顾客杀鱼，一边
笑呵呵地聊天。摊主告诉记
者，他在市场内做了多年生意，
熟客很多，一个月没有出摊，一
听说市场复市了，很多老顾客
都跑来买鱼。

家住南天御景的陈先生
买了排骨、菜心、荷兰豆等，装
了满满一大袋。他说，“听说
菜市场开了，挺高兴的，就来
买点菜，准备给家人做些好吃
的，感觉生活状态恢复到以前
了。”

一位卖熟食的摊主告诉记
者，在市场复市的前一天，市场
内不少摊贩提前到摊位打扫卫

生，整理设备，“现在复市了，我
们真的很高兴，虽然市场管理
处都有进行打扫和消杀，但我
们这些摊主又对自己的摊位进
行彻底打扫，杜绝可能出现的
风险，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尽
快恢复正常。”

在市场内逛了一圈后，记
者按照管理处工作人员的提
醒，从出口走出市场。

“目前市场已经复市了，
但还是处于半开放的状态，为
了加强管理，市场四个出入
口，只开放两个，一个是进口，
一个是出口，确保人群不聚
集、不交叉，而且我们对市场
人流进行了管控，出来多少
人，工作人员才引导多少人进
入，尽量将市场内买菜人员控
制在 50~70 人。”桥南菜市场

管理人员曾胜炎告诉记者，
为了确保市场安全开放，市
场每天晚上 9 点休市后都进
行全面消杀，并要求所有商
贩需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报
告，营业期间严格按照要求
佩戴口罩，做好摊位卫生，保
障市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安
全，同时也保障市场正常、有
序、安全营业。

池店镇经济发展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了做好农贸市场
复市工作，稳住群众“菜篮子”，
池店镇制定了相关防疫方案，
要求全镇农贸市场建立疫情防
控及从业人员疫情防控档案，
开展全面消杀、清洁工作后，陆
续恢复营业，全力保障“菜篮
子”安全稳定，有序恢复群众生
产生活秩序。

按下“重启键”保障“菜篮子”

池店推进菜市场有序复市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儿子，生日快乐！爸爸今天不
能陪你一起过生日了。”说话的
是晋江西园街道驰援陈埭溪边
村专班工作人员吕文风。昨
日，是吕文风儿子吕鸿鑫的 16
岁生日。虽然没能陪伴在儿子
身边，但他却给儿子上了很好
的一课——将生日宴席取消
后，捐出20万元做公益事业。

“爸爸，你今天忙不忙？”吕
鸿鑫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联系
上父亲，一家人以这样的形式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团聚。对于
父亲表达的歉意，儿子反而劝
道：“没有关系，我以你为荣。”

3月29日，西园街道向各社
区发出驰援陈埭溪边的召令，身
为官前社区干部的吕文风自告
奋勇、主动报名。抵达溪边后，
来不及修整，吕文风和其他同事
就投入到入户核酸采样、收集信
息等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中。

“早在疫情之前，我们夫妻
俩就商量好了，儿子16周岁的
时候简办宴席，省下来的钱用

来做公益事业。”吕文风说，疫
情发生后，他们决定取消宴席，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爸爸妈妈商量后，来征求
我的意见，我当然支持。”吕鸿
鑫说，父母给他做了好榜样，本
身就是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随后，一家三口共同决定向西
园街道慈善（教育）基金会捐款
20万元。

昨日，西园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王斌斌到吕
文风家中，为他们颁发“热心公

益，无私奉献”的牌匾。
无独有偶，3月14日，官前

社区居民吕建成将儿子、儿媳
取消婚宴后省下的 20万元捐
给西园街道慈善（教育）基金
会。“近年来，社区居委会积极
向居民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
乡风文明得到进一步提升。”官
前社区党总支书记柯火木介
绍，此外，疫情期间，社区通过
村村通大喇叭、移动宣传车等
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引导居民
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西园吕文风热心公益

取消儿子十六岁生日宴捐出2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现在出行、复工大多需
要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有了这些免费的核酸检
测点，真的为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昨日上午，在晋
江安海镇安平桥景区的便民免费核酸采样点完成采样
后，市民黄女士频频点赞。据悉，为了服务重点行业从
业人员、急需出行人员、复工、复学等人群，安海在中心
镇区及部分村（社区）设立了 15个便民免费核酸采样
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检测。

昨日，在安海镇中心小学主校区、可慕利群工业
区、坝头小学等地的便民核酸检测采样点，都可见群众
正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等待核酸采样，工作人员、志
愿者在一旁维持秩序，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不少
村民反映，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工作，不仅方便群众，而
且让大家更加安心，进一步巩固了疫情防控成果。

记者了解到，此次便民免费核酸采样点采取分时
段开放，其中，每日上午 9：00—11：00有 9处，下午 2：
30—5：00有5处，都是针对绿码人员，检测结果在闽政
通中可以查询。同时，在安海公园的便民核酸采样点
设置有绿码（特殊人群）核酸检测通道，该点位可为特
殊人群如港澳台胞、货车司机提供纸质报告，但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该点位开放时间为每日下午2：30—5：
00、晚上 8：00—11：00。需要了解更多有关安海便民
免费核酸采样点的开放时间及地点详情，可关注安海
镇政务公众号“今日安海”进行了解。

另悉，19日起，安海镇文化中心方舱接种点开始
恢复疫苗接种，并专门为老年人开通绿色通道，为老年
人接种疫苗保驾护航。

安海设置15个
便民免费核酸采样点

本报讯（王诗伟）随着疫情逐渐退去，抗疫“收
尾战”进入倒计时。在晋江陈埭镇涵口村封控区，永和
驰援战疫队与涵口村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继续携手坚
守岗位。

自疫情发生以来，永和镇涌现出一大批志愿者，他
们和医务工作者、镇村工作人员一起，无私奉献显担
当，筑起一道道战疫防线。

“我年轻，我报名！”“我当过兵，我可以！”4月 8日
晚，永和吹响驰援陈埭战疫的集结号，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工作突击队，其中，不少热血青年、热心志愿者主动
报名参加。来自永和古厝村的退伍青年陈宝侣便是其
中一员。

战疫需要这样的热血青年。驰援涵口前的近一个
月，陈宝侣是古厝村的一名志愿者，他每天起早贪黑，
服务在抗疫一线，贡献青春力量。这次主动请缨来到
涵口村，他成为永和战疫队第3网格的一名网格员，和
队友们携手日夜奋战。战疫期间，他总是主动承担更
多工作，到前线入户摸排、协助核酸采集、配送物资服
务群众，回到后方，他还积极协助一些信息录入工作。

“他平时话不多，工作很严谨，当日事当日毕。出
去入户时，经常最后一个回来。他说自己年轻，可以多
承担一些，这种精神难能可贵。”永和战疫队第 3网格
小组长吴清泉说。

不畏艰辛、兢兢业业、甘于奉献，陈宝侣的战疫状
态，也是永和战疫队的工作缩影。

“参与封控区一线战疫是艰辛的，哪怕工作通宵达
旦、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队员们也会咬牙坚持，只为
把防控工作抓得更实、更细，把群众服务工作做得更精
准、更到位，让群众的生产生活早日恢复正常。”永和驰
援涵口战疫队负责人黄元秋表示。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17日，晋江永和镇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会，部署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关爱新晋江人行动等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各村各单位要摸清、掌握每一名居家隔
离对象的基本情况，进一步细化清单化、台账化管理，
用好门磁、监控等科技手段，强化日常管控，坚决守牢
疫情防控底线；要有居安思危意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重点关注复工复产期间，企业新招聘员工、出
租房屋新租客等群体，进一步强化排查措施，对来自高
中风险地区的人员严格落实相应管控措施；要加大入
企访企力度，深入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瓶颈问
题，因企施策，进一步优化服务，助力企业火速复工复
产达产；要强化正面宣传，充分发挥永和镇商会、青商
会的主导作用，做细做实热心企业、爱心人士的动员工
作，为关爱新晋江人贡献应有的力量。

会议还就接下来的核酸检测采样点设置、安全生
产等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永和
推进复工复产

永和驰援涵口战疫队
坚守一线攻坚扫尾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一手抓防疫，一手抓
复工。近段时间以来，晋江陈埭镇南霞美村疫情
防控工作组在继续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为
有资金需求的新晋江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助推
企业复工复产。

日前，南霞美驻村防疫工作组、村干部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晋江市支行人员来到一家鞋材公
司，为该公司做贷款回访。在驻村工作组的牵线
下，该公司获批一笔贷款，为复工复产注入动力。

“疫情逐渐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开启复工
复产，金融服务就像及时雨，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该公司副总经理邓女士说。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南霞美村很多工厂停
工。为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助力复产复工，南霞
美村疫情防控工作组积极对接中小企业，并为有
需求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疫情期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晋江市支行选
派骨干力量来到南霞美驰援抗疫。随着疫情形势
逐渐稳定，银行驻村人员也主动对接有资金需求
的企业，通过线上为企业申请金融服务政策，给予
利率优惠，向企业提供便捷服务。符合条件的企
业在两天内通过审批，有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陈埭南霞美
金融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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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宁）近日，好彩头携手西昌
合作伙伴开展了以“爱心小样 有福童享”为主题的
公益助学活动。活动走进大凉山深处的焦家小学，
为全校450名师生送上来自好彩头的暖心关怀。

据了解，焦家小学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
川兴镇，地处偏僻的山区，是当地留守儿童重点学
校。学校设施简陋，教学条件有限，学生基本来自
周边村落，留守儿童占比较高。

好彩头公益助学团队一抵达学校，便立即将
车上的 450箱小样小乳酸和一批学习用品、运动
器材卸载下来。目前，该批小样小乳酸物资及学
习用品已通过校方一一分发到学生手中。

焦家小学的刘校长表示，衷心感谢好彩头的
爱心关怀，不仅给全校师生送上产品物资和学习
用品，还捐赠运动器材改善教学条件，让师生享受
到运动的乐趣。

好彩头公益助学团队代表表示，好彩头一直
秉持向善理念，这次活动是延续好彩头“小样助学
计划”项目，聚焦乡村教育，以企业力量提升更多
偏远地区乡村小学的教学条件，将爱传递到偏远
地区，切实关怀每位乡村儿童。

据悉，此次走进大凉山公益助学活动只是
2022好彩头公益助学活动的开端。接下来，好彩
头将继续跨越山海，深入祖国更多偏远地区，以实
际行动关爱更多乡村儿童成长。

好彩头公益助学活动
走进大凉山焦家小学

党建引领攻坚 用心用情服务
内坑驰援陈埭横坂工作组“疫”线显担当

本报记者 黄伟强 抗战疫情，粮草先行。3
月30日抵达横坂村后，内坑
镇驰援横坂村工作组第一时
间建立物资保障供应机制，
火速从内坑镇筹集 3000份

“保供套餐”，包括内坑商会、
侨联、人大主席团、政协工作
组、企业家、有关村党组织等
在内的内坑社会各界第一时
间自发捐赠生活物资、抗疫
物资、现金，让居家的村民吃
下一颗颗“定心丸”。

4月6日下午，又一批民
生物资运到了陈埭镇横坂
村。一辆满载2万斤爱心蔬
菜的大货车驶入陈埭镇横坂
村。刚从菜地里采摘运送过
来的白萝卜、胡萝卜、牛心
菜、马铃薯等蔬菜琳琅满目。

当天，一趟趟搬运、一
份份分包入户分发……2万
斤蔬菜及时分拣成 800余份
爱心礼包，发放到村民手
中。除了给每户“加菜”，内
坑镇驰援横坂工作组还给
村里每人分发 2 斤大米及
中药试剂、抗原试剂等生活
物资和抗疫物资，保证“人
手一份”。

“有你们在，我们安心！”
“最朴素的物资，最珍贵的
爱！”……网格群里，道谢的
信息再次刷屏。

抗疫离不开扎实的后勤
保障服务。从 4月 8日起，
《致横坂村全体居民的一封
信》成为内坑镇驰援横坂村
工作组与村民之间最交心的

交流方式之一。截至目前，
已经面向村民发了 7封信。
每一封信，都及时通知疫情
防控相关信息，当好群众的

“服务小管家”，努力在生活
物资、购药就医、心理疏导、
健康教育等方面提供服务。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体
现在“最后一米”。疫情防控
中，内坑镇驰援横坂村工作
组聚焦“一老一少”等特殊人
群，确保基本民生服务不断
档：为 7岁男孩提供额外医
疗服务；为 1150名学生分发
玩具、学习用品；三小时跨区
域为 10岁小朋友买回急用
抗过敏药；实时关注区域内
慢性病人、独居老人身体状
况及药物所需；及时了解辖
区内准妈妈的产检需要和其
他切身需求……

此外，内坑镇驰援横坂
村工作组也聚焦解除隔离人
员等重点人群，提前与解除
集中隔离人员所在网格的网
格员对接，提前谋划部署，让
管控工作落实到位。

内坑镇驰援横坂村工作
组第八网格主要成员洪德川
告诉记者，解除隔离人员接
回安置后，他们通过安装门
磁、视频监控关注居家健康
监测人员动态，利用手机
APP语音功能，提醒居家人
员足不出户，同时通过微信
群、分发联系卡等方式，及时
了解和回应网格内群众需
求，全力做好生活服务保障。

“当时时间紧迫，这张横坂村
地形图是必带的工具。”回忆起出
发的情景，林灿煌记忆犹新。连夜
集结、天亮出发，这张地图，是内坑
镇“挂图作战”的开始。

横坂村人口基数超 11000人，
来晋务工人员占80%，人员情况复
杂，数据信息更新不及时就容易造
成各个责任区之间的重复工作。
怎么办？

“挂图作战”是“解剖麻雀”的
关键，织密网格更是精准摸排的
有力举措。内坑镇驰援横坂村工
作组按照“楼栋+人数”细分原则，
将 8个大网格进一步细分成 48个
小网格，建立 89 个微信群，全面
加强精细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
并制表细化特殊群体（八类人
员）、春节后来晋务工群体等重点
关注人员。

新晋江人祝澍是横坂村的网
格志愿者，对于内坑镇驰援横坂村
工作组细化网格后所取得的成效，
他颇有感触，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辛
苦也都看在眼里。

“在密不透风的网格战场中，
各项工作确实落实得比较到位。”
祝澍说，“工作做细后，就算是凌晨
入户核酸，群众都积极配合，而且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生活物资没

有缺过，得到保障后每个人都能安
心居家。”

和祝澍有着同样感受的群众
还有很多，而这“到位”的背后正是
工作组采用“大包围、小分割、硬隔
离”战术取得的实效。

“通过入户，我们不断‘捡漏’，
做到‘一户一册’。摸清底数的同
时，也对社会面管控进行了全面升
级。”林灿煌介绍，横坂村与洋埭、
涵口、霞村三村交汇，除了留出重
要通道、转运通道外，内坑镇驰援
横坂村工作组对村与村交界处全
部进行物理围挡封堵，形成全村

“大包围”。同时，大网格之间采用
“硬隔离”，网格内根据楼栋采用
“小分割”，各网格卡口、节点也均
派驻工作力量，实行 24小时轮流
值守，网格员还定时上路面巡查、
劝导。

“大包围”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路径，“小分割”保障辖区群众民生
生活，“硬隔离”阻断小范围人员流
动，这个模式为打赢疫情防控歼灭
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细化网格的成效更体现在“清
街、扫楼、补网”专项行动当中。据
了解，在横坂村的每轮行动排查
中，所排查的误差数据都在个位
数。

3月29日，陈埭正处于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攻
坚时刻，晋江吹响集结号、冲锋号，内坑镇迅速响
应。当天晚上10时，内坑镇政府三楼会议室内，
一场紧急动员会召开，首批包括党政领导、镇村
党员干部在内的33名工作人员整装集结。

军令如山，亲自率队出征的内坑镇党委书
记林灿煌介绍了此行任务，提前谋划分组，提出
纪律要求。“我们一起冲在一线，要展示出革命
老区战‘疫’队伍的精气神，与横坂村干部群众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
战。”

“冲锋一线，坚决完成各项任务！”会议室内
响起提振士气的掌声，大家坚定回答，充满信
心，“出发！”

动员会后，参战的几名领导连夜分头对接
陈埭镇村有关人员，了解掌握基本情况，提前谋
划会商。还通过内坑镇国土所，调取横坂村网
格地形图，带图上前线。

得益于提前对接谋划，明确初步作战思路
和分工安排，内坑镇驰援横坂村工作组抵达后，
33人放下行李，没有休整直接前往被分配的各
个网格中。网格摸排、入户核酸检测、查验口排
查管控、辖区外围硬隔离加高加固、物资配送服
务……大家冲锋在抗疫一线，与时间赛跑，全力
以赴管住人员、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4月1日至2日，内坑镇再次抽调42名镇村
精锐人员增援横坂村。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一个个党员干部、志愿者挺身而出、带头攻坚克
难，这背后，离不开内坑以党建引领强化队伍建
设、提升干部整体“战斗力”的长久积淀。

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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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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