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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这个蔬菜包装好了，装车吧。”

“这个水果包还差两斤芒果就装

好了。”

“福临小区那家居民还要一桶豆

油。”

……

4月7日上午，长春市九台区邻

近新华大街的和兴超市一片繁忙，10

多名员工正在有条不紊地配送物资。

这里的蔬菜包和水果包是根据

居民在线上的订购而各有不同。“我

们和兴超市实行线上订购、线下配

送，居民可以按照所需选购商品，全

程无接触。”超市经理张强说。他正

在为装好的果蔬消杀，保证货品安全

是他眼里的头等大事。“我有责任和

义务把安全的货品交给居民。”

和兴超市每天早中晚各要进行

一次消杀，送菜车出发之前，还要进

行消杀，车到小区门口，再进行二次

消杀。张强说：“店内的果蔬都从高

碑店蔬菜批发市场直发，商品源头有

保证。为了让居民拿到的货品是安

全的，我们所有员工都是闭环管理，

每天进行核酸、抗原双检，最大程度

保证到家商品安全。”

和兴超市的货品储备充足、种类

齐全。超市的购物平台每天9点开

放，一直到 23点，同时还有5名客服

在线上解答，平均每天配送五六百

单。“我们有4台车配送物资，基本上

大家上午下单，上午就能完成配送。”

因为服务的都是周边居民，张强管理

的超市总会在第一时间把货品交到

居民手中，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

个小时。为了提高配送效率，他还将

店员增加到24名。

在九台区像和兴超市这样的中

小型商超一共有53家，它们成为居

民生活必需品配送站。九台区遵循

生活物资入口到批发再到转运最后

至配送的整体安全流程，商品从批发

环节进入到中小商超后，经订单分配

由配送人员转运至各小区物资取送

点。全程无接触式操作，有效地保障

了重点人群及居民健康安全，真正实

现“最后一百米”的保供环节畅通。

“在市场物资储备方面，我们积

极同域外批发企业沟通，为商户协调

货源，并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货源充

足。”九台区工信局副局长贾俊林介

绍，目前，九台区基本生活物资保供

工作运行良好，截至4月 6日 17时，

九台区市场物资储备总量 208 吨。

其中，各类蔬菜 45吨，各类水果 15

吨，米面油134吨，冷鲜肉类10吨，鸡

蛋4吨。

为了提升保供商超的订单配送

能力，在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

上，九台区出台由商务部门承担对有

保障能力商超每增加一名用工即补

贴50%费用作为特殊时期政策，以此

激发企业增强配送能力的积极性，为

生活必需品第一时间送达小区提供

有力保障。

目前，九台区基本实现社会面清

零目标，下一步将根据划定“三区”管

控范围的调整，继续加大部分保供企

业的有序开放，多举措缓解“采购难

问题”，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变化，统筹

推动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

全力做好保供工作，最大限度满足群

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九台区53家商超挑起打通“最后一百米”重任
本报记者 赵广欣 邹鹏亮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具有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更强等特
点，对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我们
进一步从细微处着眼、从细小处入手，以精
细化工作赢得更大主动。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调严
之又严、细之又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彻底
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全省各地各部门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尽锐出战，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长春市九台区高度重视细节、追求
精准，抓实抓细流调排查、转运隔离、社区
管控、消毒消杀等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在4月3日至5日的3天核
酸检测中，九台社会面初筛阳性感染者数
量为个位数，基本上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也最见功力。打
硬仗更需“绣花功夫”，每一项工作、每一个

方面都需要考虑到、考虑细，每一项措施都
要抓实抓细抓落地，不留死角、不出纰漏。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防控稍有疏漏、造成

“大意失荆州”，就有可能带来“不可承受之
重”。在措施上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同
时，在落实上更要把“严”和“细”贯穿始终，
以一万的努力确保不发生万一。奥密克戎
变异毒株呈现的新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善
于从细微处着手，把各类群体、各种场域、
各个环节考虑全、谋划细，把各项措施做得

更早、更快、更准、落实得更细，多做一点
“加法”“乘法”，不给疫情留下扩散蔓延的
空间。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也。”当前，我省疫情防控任务
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必须秉持“坚持就是
胜利”的精气神，汇聚各方力量，坚持不懈
用细之又细、更精准、更有效、更彻底的措
施，让工作更快更稳更踏实，堵住任何一个

“针尖大的窟窿”。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坚定不移执行“动态清零”总方针，着
力提升看问题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善于用

“显微镜”见微知著。只要咬紧牙关不放
松、善作善成不懈怠，方方面面齐加油，确
保各项措施任务细化细化再细化，我们就
一定能实现疫情防控目标。

细 ！ 下 足“ 绣 花 功 夫 ”
文 帆

4月 7日，记者再次奔赴长

春市九台区采访疫情防控工

作。

出发之前，长春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通报显示：九台区 4

月 6日 0—24时，新增确诊病例

25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85

例。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九台

区的第一例病例出现在九台街

道，之后短短几天就传播到周

围社区。到 3月 16 日，九台区

成了长春市疫情暴发的重灾

区，九台街道成了疫情暴发的

核心区，九台街道的疫情防控

工作一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

点。

在记者抵达九台区九台街

道时，准备采访九台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九台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树民。他告诉记者，在当

天上午举行的省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刚刚宣布：长春市九台区

基本上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从疫情暴发核心区，到基

本实现社会面清零，王树民有

太多的话与记者说——

3 月 15 日，王树民下沉到

九台街道，任党工委书记。

此时，九台街道确诊阳性

病例占全区的80%。

“困难重重，压力巨大，甚

至感到迷茫……”王树民告诉

记者。

困难有哪些，压力来自哪？

——九台街道人口9万多，

占主城区的60%以上，疫情防控

压力大；

——在当时已经持续了近

半个月的防疫工作中，基层干

部疲惫不堪。还有部分人员被

感染，导致干部大量减员，后备

力量不足；

——尚有万余人从第一次

核酸检测之后一直漏检，存在

大量隐患。还有大量阳性病例

和密接者没有及时转运出去；

——奥密克戎毒株隐蔽性

强、潜伏期长、传播速度快，给

防疫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迎难而上，刻不容缓。“困

难和压力现实存在，但疫情当

前，必须马上干起来！”王树民

与街道干部们一起，统一思想，

完善防控方案 ，明确责任分

工。4位副区级领导分别包保

10个社区，选派10名机关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带领街道、社

区、包保干部投入到紧张繁重的抗疫工作中。

3月 20日，省委书记景俊海深夜抵达九台街道办事处，向王

树民详细询问隔离转运工作进展，鼓励他带领广大基层干部，扑

下身子工作，入门入户排查，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为夺取九台攻

坚战最终胜利贡献更大力量。王树民当场表达了坚决打赢攻坚

战的坚定信心和决心，表示一定认真履职尽责，坚决完成任务。

在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半个多月的艰苦鏖

战，九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终于迎来了预期的拐点，九台街道的

疫情防控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人民利益面前，我们九台输不起，也没有退路。”王树民告

诉记者，“为实现全省社会面清零工作目标，九台街道责无旁贷，

九台街道胜则九台胜，九台胜则长春胜！”

隔离转运是九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九台街道的工作难点痛点堵点就在隔离转运。”王树民说，

如果之前存量阳性和密接人员转运不出去，疫情蔓延的传染源不

清除、传播链不切断，疫情暴发的风险点可能随时点燃，不仅直接

影响接下来的核酸检测筛查，而且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也是难

上加难，同时疫情随时都有可能继续扩散和蔓延，之前做所的一

切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起初我们转运工作的难点在于出口不畅。”王树民告诉记

者，“当时正处于暴发阶段，需要转运的人数比较多。”

为了全力打赢转运攻坚战，尽快实现应转尽转、应治尽治，九

台街道与区转运专班和省市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

加大转运工作力度。

对于九台街道来说，他们主动采取措施，加大转运力度。

“我们成立了转运专班，抽调精干力量，专门负责阳性病例和

密接人员转运工作。”王树民说，同时，九台街道形成以街道社区、

公安干警、包保单位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提高了转运效率。另

外，“省市积极协调省人民医院、省传染病医院、省肝胆病医院等

医疗机构，协调120急救车10辆、大巴车5辆，公安干警数十名。”

王树民说，这为全区打赢转运攻坚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全区这场转运攻坚战来看，为了加强隔离场所建设，九台

区统筹全区各类医疗资源和宾馆酒店，大力拓展收治场所和隔离

观察场馆，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提前预判，全力做好行知学

校、职教中心等方舱医院建设工作，保证救治隔离人员出口畅通。

“从3月20日晚开始，九台街道累计转运阳性病例1600多例，

密接者1300多例，还有通过抗原检测筛出的阳性病例150多例。”

王树民说。

眼下，九台街道乃至九台区的隔离转运工作已经进入良性循

环状态。

社区人员与志愿者逐门逐户核酸检测、敲门动员，运转工

作人员夜以继日、通宵达旦，隔离设施建设者全力以赴、争分

夺秒……回想过去一个月里的一幕幕，王树民感慨万分。

“今天的疫情防控成果来之不易。”他激动地说。

“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根本保

障。”王树民说，“全区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不惧风险，上下同

心、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力量所在。”

“虽然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未来形势尚不可预测，随着

管控风险的增多，疫情随时都有反复的危险。抗疫不获全胜，我

们决不收兵。”王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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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清晨6时，59岁的农民程少伍如往常一般，

和10多个村民一同坐车来到红光村。

程少伍家住沿河村。红光村离他家不到两公里，程

少伍要在这里劳作一整天，直到晚6时才会收工回家。

“我已经在这里干三四天活了，主要工作就是水稻

育苗。”程少伍说，“虽然有疫情，但我没觉得今年春耕有

什么不一样。”

嘴上虽然说着没什么不一样，但显然程少伍是已经

习惯了脸上的口罩与身边的消毒喷壶。他告诉记者：

“九台区疫情暴发以来，我们村和红光村都没有核酸检

测呈阳性的农民。但其他村有确诊的，我之前也十分担

心，怕春耕农资运不进来。”

不过，程少伍之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九台区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70万亩以上，高标准

农田占耕地比重达45％，历年粮食总产量在30亿斤以

上，同时，在县域经济、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粮食生产、

农村人居环境考核中，九台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为了保障今年春耕工作不受影响，九台区已经想好

了办法。

“为了保证农资及时到农户，我们开设了农资运输的

绿色通道，给生产资料的销售商往农户运输生产物资办

通行证，保证农资顺利到达农户家。”九台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赵树文介绍说，目前全区种子不存在缺口。化肥

之前受疫情影响略有缺口，外地的肥料运不进来，但随着

我省一系列政策出台，问题已经缓解。”

“大家都没想到疫情来得这么突然，所以3月初订

的一些货没有运进来，导致一些农资经销商的物资储备

不足，之前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吉林省合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安明星说，“但是随着我省相继出

台了一些保春耕举措，对外地的一些运输农资的车辆开

辟了绿色通道，物资储备有了很大改善，也给农民吃了

一颗定心丸。”

城区的各个小区实施了提级管控，许多在城里买房

居住的农民都处于封闭管理中，他们又如何返乡耕种，

耕地的人手会不会出现短缺现象？

“我们农业农村专班制定备春耕方案，明确范围、对

象、流程、管理，突出解决在封控区和方舱里隔离的务农

人员的备耕生产工作，坚持农民自愿原则，自主选择耕

种方式，如无人耕种，乡镇街政府会做好兜底保障。”赵

树文给出了答案，同时他表示，区里还采取了大户包小

户、邻里互助、村社帮衬等办法，保证春耕生产顺利开

展。

中午时分，一辆客车直接驶入大棚外的小路，车上

下来了12位农民。“我们也是沿河村的，上午刚做完核

酸就过来了。”崔大姐下车后一路当先，见到穿防护服的

记者，以为是疫情防控的志愿者，赶紧告诉我们，她们已

经完成了核酸检测，符合相关防疫规定。

红光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青壮劳动力比

较少，多年来一直都在邻村雇人耕种。九台区现已制定

了农民返乡的工作方案，为农民开通绿色通道，做到应

返尽返，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近几天，我们已经陆

续接收返乡村民200多人，估计未来四五天，还有近400

人返乡。”长春市九台区农家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机技术

服务科科长王成忠说。

赵树文还告诉记者，下一步九台区还会统筹推进春

耕备耕工作，分级分类推动水稻育苗，进一步抓好农资

落实。“预计4月18日前后完成水稻育苗，5月10日前后

完成大田玉米播种，5月底前完成水稻插秧。”赵树文

说。

“今年咱们水稻育秧育苗和往年比，虽然准备相对

匆忙，时间有所延后，但受到的影响不大。”程少伍信心

满满，“今秋还会有个好收成。”

““今秋还会有个好收成今秋还会有个好收成””
——长春市九台区保春耕工作小记长春市九台区保春耕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赵广欣 邹鹏亮

▲和兴超市工作人员打包
蔬菜、水果。

▲和兴超市工作人员对配
送物资喷洒消毒液，全面降低
病毒传播的风险。

▲4 月 7 日，在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红光村，吉林省合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水稻育苗工作，保障春耕顺利
进行。

▲红光村农民在为水稻秧苗育秧机加土。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张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