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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12 批 549 人踏上外出就业直通车

县区
传真

本报讯（聂建武）2 月
19 日中午 12 时， 搭乘 78
名外出就业群众的 3 辆大
巴车缓缓驶入大广高速新

县北站， 他们将从这里出
发， 前往信阳东站转乘高
铁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来自新县千斤乡杨店

居委会的聂建亮就是其中

的一员， 他是郑州建业外
国语中学的一名教师 ，按
照学校安排他需要返校为

复课做前期准备。 “不到一
上午时间我就完成了预

约， 还办好了出行需要的
‘两证一书一票’， 直到昨
天晚上，乡里还电话提醒我
出行时间，我们老区干部就
是给力！ ”聂建亮可劲地给

家乡的基层干部点赞。
聂建亮所提到的 “两

证一书一票” 指的是工作
单位或接收地盖章的复工

或务工证明、 乡镇开具的
外出务工证明 、本人签字
的出行保证书和已购火

车票信息。 在开通大广高
速新县北站至高铁信阳

东站的 “外出就业直通
车 ”之初 ，新县提前发布
通告 ，由各乡镇 （街道 、社
区 ）负责 ，统计上报各辖
区内因工作需要确需出

行的外出就业人员 ，并根
据群众出行需求合理编

排出行日程及人员名单 ，
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审核。 为了阻断传染

源 ，他们要求所有外出人
员必须提供 “两证一书一
票 ”， 并明确由乡镇负责
核查申请人至少 14 天来
的居家情况和健康状况 ，
排除流行病学调查确诊

病例或疑似病例接触史

的，方才批准外出。
在乘车现场， 县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

进行信息采集、 体温检测
和车辆消毒， 并向排队登
车人员分发 “致新县籍外
出人员就业地的一封信”。

据悉，自 2 月 14 日开
出第一班车以来， 新县已
先后发出 12 批次 22 班次
外出就业直通车 ，549 名
群众顺利返城就业。

一家三医生 同心共抗疫
“老头子， 吃饭了没？

昨天看到视频， 你的胡子
一大把，面色憔悴，我一夜
没睡好。 你可得照顾好自
己，咱家儿子、儿媳还都跟
着一起战疫呢。 除夕没能
吃上团圆饭， 本以为元宵
节你们能回来， 可谁知你
们二十四小时值班……”

这封饱含深情和担忧

的信件来自息县陈棚乡卫

生院医生王文龙的妻子陈

文秀。 王文龙是陈棚乡卫
生院支部副书记，有着 30
年基层卫生工作经验 ，也
是一名共产党员。 面对疫
情， 他积极请战， 从 1 月
22 日开始，一直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 负责该乡卫
生院发热门诊及武汉返乡

人员、 密切接触史人员的
留观转诊工作， 期间还协
调接送陈棚乡需要血液透

析人员就医。 其儿子王磊
负责发热门诊值班、 流调
工作， 儿媳刘文慧是卫生
院化验室的工作人员 ，也
参与了预检分诊轮班工

作。 20 多天来，3 人吃住在
卫生院。王文龙 81 岁瘫痪
5 年的父亲、78 岁的母亲，
以及两个年幼的孙子 ，全
靠妻子陈文秀一人操劳。

“疫情当前，你们爷仨
同全国无数医生一样 ，不
畏惧 、不退缩 ，奋战在第
一线 ， 我为你们骄傲 、自
豪。 家里的一切你尽管放

心！ 等你们凯旋归来 ，咱
全 家 再 欢 欢 喜 喜 共 团

圆 ！ ”尽管有埋怨 、有担
心， 但陈文秀更多的是理
解和支持。

作为基层疫情防控的

第一道关口， 乡镇卫生院
承担着防疫宣传、 疫情防
控、卫生消杀、预检分诊等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息县
各个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

第一时间协助当地党委政

府进行地毯式入户排查 ，
上门体检， 对居家隔离人
员进行健康随访， 为农村
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坚固

的防火墙。

2 月 20 日， 光山县仙居乡徐楼村新民农业机械化合作社社员正在用自走
式机械给小麦喷洒叶面肥。连日来，该县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恢复
农村农业生产，紧抓晴好天气，开展田间施肥、除草、除虫等麦田春管工作，确保
全县 28 万余亩小麦今年丰产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谢万柏 摄

防控不误春耕
河区游河乡有序组织群众恢复生产

本报讯 （涂家厚 ）一年之计
在于春。立春之后正是春耕生产
的好时节，河区游河乡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将春耕生
产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合理有序
组织辖区群众恢复春耕生产。

当下正是疫情防控的紧要

阶段， 也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
期，该乡通过喇叭、宣传车、微信
等方式积极做好宣传，引导群众
抓住节令时机，合理准备春耕生
产，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全
力阻断疫情传播扩散渠道 。 同
时，做好物资储备和供应、农技

推广、惠农政策、企业招工政策
宣传等工作， 做到战胜疫情、不
误农时。

近日，天气渐暖，走进各村，
都能在田间地头看到忙碌的身

影 ，翻耕的 、锄草的 、修枝的 、
施肥的……农户们分散在各
自田地里忙活着 。 与往年不同
的是 ，田间地头没有大规模集
中作业的热闹场景 ，群众响应
号召 ，采取了统筹安排 、分散
作业的方式，而且村民们都戴上
了口罩，抓生产的同时坚持做好
自我防护。

裴娅晖 何璀璨

助力疫情防控
罗山县莽张镇扎实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 （徐 忻 ）连日来，罗
山县莽张镇扎实抓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为疫情防控保驾
护航。

按照“统一部署、责任到村、
分片负责”原则，各村迅速行动，
组织保洁员、村组干部、党员群
众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引
导农户对乱堆乱放的生活垃圾

进行自清， 并长期保持卫生整
洁。 做好重点领域消杀，强化风
险源头管控。 联合森源公司，每
天对办公场所、 监测卡点等人
员流动频繁的区域进行集中消

毒；对垃圾桶、公厕等病媒生物
密度高的场所实行定时消毒 ，
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消除

潜在的疫情传染源；对集镇 、街
道、河沟、村组道路散落的垃圾
进行集中清理 ； 镇政府为环卫
工人配发了一次性口罩 、 消毒
液和喷雾器等防疫设备 ， 培训
相关消毒知识 ， 并对一次性口
罩、 防疫废弃物进行统一消毒
处理，杜绝出现二次污染，不给
病毒传播提供土壤 。 做好环卫
防疫宣传，提高群众清洁意识 。
通过横幅标语、微信群、广播宣
传、流动宣讲等方式，宣传引导
农户提高环境卫生清洁意识 ，
倡导勤通风、勤洗手，保证室内
卫生和个人卫生，提高公共卫生
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预防疾病
传播，降低由环境卫生带来的病
毒感染潜在风险。

消杀作业不留死角
河区谭家河乡李畈村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彭延斌 ）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疫情发生
以来，河区谭家河乡李畈村迅
速行动，以战时工作要求和工作
作风，采取强有力措施，全力以
赴做好消杀消毒作业。

该村一方面通过语音喇

叭、广告横幅等多种方式，广泛
宣传 《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餐饮环节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和《关
于暂停部分经营性场所的通

告》等通告和通知，并长期跟踪
监管； 一方面组织村级公益岗

及时清运生活垃圾， 按照生活
垃圾“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
区处理” 的收运处理体系及时
处理。

同时，该村按照“日检查、日
清理、日消毒”的要求，为湖北返
乡居家隔离人员发放消毒物资，
由当事人在家自行消杀消毒作

业。 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
对湖北返乡人员居住地、大庙畈
农贸市场、大街小巷、全村卡点、
垃圾房等特殊场所，进行定时定
点的全方位、立体化、高频次、全
覆盖的消杀消毒作业。战“疫”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