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商务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要求，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

“物资保供、隔离管控、口岸防疫、下沉社区”等

战线积极抗疫，为全省抗疫大局贡献商务力量。

作为全省物资保供的“主力军”，疫情发生

以来，省商务厅相关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履职尽

责，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进市场、进企业、进

商超，24小时连续作业，积极保障生活必需品

供应。迅速协调山东、辽宁、河南、河北等地

区，建立公主岭、四平生活物资中转站，提速发

运和接收捐赠蔬菜5万余车次、近70万吨。组

织工作人员赴长春市商超、农贸市场，摸底调

查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组织应急蔬菜联保

联供，在全省各市（州）调运配送蔬菜包609827

份、6098吨，紧急驰援长、吉两市，最大限度满

足群众生活需求。

配合疫情防控需要，商务部门对全省60

个县（市、区）的11360家宾馆、酒店逐一电话

摸底，梳理房源75000多间，为建立隔离点提

供一手材料。向11个地区派出督导组，厅领

导、二级巡视员、总经济师及17名党员干部下

沉市（州），靠前督导。迅速统筹宾馆房间7000

余间，缓解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生转运燃眉之

急。同时成立由18名党员干部组成的9个督

导服务组，逐一踏查254个隔离点，核实房源

34680间。截至目前，共落实隔离房间5.2万

余间，建立隔离点827个。

为做好口岸防疫，省商务厅从人防、物防、

环境防三个方面对省内开放口岸进行全面排

查。及时启动口岸应急指导机制，对口岸疫情

防控、货物通关实行扁平化指导，将口岸环境

消杀频次提升至每日2至3次。党员干部下沉

珲春口岸、延吉航空口岸、长春航空口岸，对

“闭环”管理工作进行督导。

此外，省商务厅还积极开展“战疫情我先

行”专项行动，组建由64名党员干部参加的志

愿者突击队，支援红旗街道富锦社区、正阳街

道春城社区和绿化社区疫情防控，有10人担

任了临时党支部书记。发出“微笑服务、文明

值守”提示函和《临时党支部书记八点注意事

项》，引导下沉干部面对疫情和困难，时刻牢记

为民服务宗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社区一线疫情防

控贡献力量。突击队累计协助完成核酸检测

97098人次，发放抗原检测试剂盒9578份，搬

运防疫、检测物资1000余件，卡口值守累计

1872小时，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和突发情况

467件。省商务厅还动员党员干部到所居住

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先后有319名党员干部到

社区报备，222人参加志愿服务累计1082次，

助力社区核酸检测18000余人次、发放抗原检

测试剂6000余份、发放中药1100余包、运送发

放蔬菜、粮油等生活用品2.9万余包（箱）。疫

情期间，厅机关及党员干部个人向社区捐助防

护服1000余套、口罩10000余个等，价值10万

余元。

四线作战 统筹推进 服务大局
——省商务厅全力投入全省疫情防控记事

本报记者 陶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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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抗疫一线党旗红

战“疫”有我

方舱里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崔维利 杨率鑫）正值农业

生产的关键时期，四平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备春耕生产工作决策部署，坚持抗疫、

备春耕两不误，下大力气保面积、保物资、保

人力、保进度、保安全，全力打通难点堵点，稳

步推进春耕生产，确保“一天不耽误、一户不

落下、一亩不撂荒”，稳住全市粮食安全持续

向好形势。

农资基本到位。抓抢运、抓对接、抓入

户，四平市有序放开农资经营门店，推广“点

对点”配送方式，农资营销网络高效运行，加

快推进农资下摆入户。目前，农资筹备整体

进度与往年持平，农民种地不受影响。全市

24.8亿元备春耕资金全部下摆到位，计划用

种1.84万吨、用肥36.9万吨、农药3234吨，入

户率分别达到99.98%、99.4%、63.5%。

生产有序进行。按照春耕生产时序，推

进春种春管工作，确保不误农时。督促各地

抓好水稻育苗、秸秆离田、旱田整地等工作。

全市落实粮食播种任务888.5万亩，其中玉米

776.5万亩、水稻62.4万亩、大豆32.9万亩，

杂粮杂豆15.9万亩，其它作物0.8万亩。截

至目前，水稻育秧全部完成，4月25日左右玉

米大田开始播种。

特色产业持续发展。积极解决棚室蔬菜

产销难题，累计解决“菜篮子”生产主体生产

难、运输难、销售难问题295个，其中棚室生产

类问题84个。将六之维草莓纳入两区保供体

系，打通多元销售渠道，目前已助其销售16万

斤，滞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当前，果蔬（含

草莓、食用菌）在田面积3.24万亩，当天上市

量42.09吨，其中叶菜类17.22吨、果菜类（含

草莓）23.52吨、食用菌1.35吨。“菜篮子”应

急保障基地10天可生产蔬菜243.7吨。

畜牧业不断恢复。全力强化牧业运输保

障，四平市共办理车辆通行证2362张。整合

域内饲料资源，帮助养殖场（户）与域内饲料生

产企业有效对接，解决饲料短缺问题。统筹做

好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通过发布提示单、发

放明白纸，指导做好养殖环境消毒灭源和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坚决防范重大动物疫情发

生。全市畜禽养殖受疫情影响不大，畜禽总饲

养量3085.25万头（只），日总出栏量9.97万头

（只）。

四平：春耕生产保进度保面积

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金。连日来，

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棋盘村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抢抓农时做好春耕备耕工

作。广袤田野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

影。

场景一：水稻育苗完成 旱田整地
进行时

4月17日上午，在棋盘村的农机具仓库

内，几名机修人员正在对两台免耕机进行最

后检修。“4月15日我们已完成了1000亩水田

育苗工作，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要启动旱

田播种，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棋盘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利伟说，该村有种植

基地数千公顷，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耕备耕时

遇到一些新挑战，但并没有打乱生产节奏，现

在正进行旱田整地。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该村坚持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带来的影响。说起疫情防控和春耕两不误

的秘诀，冯利伟说，一是村里早做打算，疫情

之初，就通过网上订购了玉米和黄豆种子。

疫情一缓解，种子陆续到位。二是对村民采

取“点对点”闭环管理，确保了全村成为“无疫

乡村”，为春耕生产提供了人力保障。三是采

用机械化耕作，大大减轻了村民劳动强度，提

高了生产力。

场景二：生态园蔬菜供应量递增

与往年不同的是，疫情下的棋盘村，农民

们在劳作时都戴着口罩，保持着安全距离，做

到防疫耕种两不误。

在棋盘村的蔬菜大棚内，菠菜、芹菜、苦

苣等蔬菜长势喜人，生机盎然。全员复耕复

产，蔬菜的产量逐渐增加。截至目前，该生态

园已为吉林市供应6000斤蔬菜。

场景三：化肥生产线和10万吨秸
秆发酵饲料项目复工

吉林市疫情防控实现社会面清零后，生

产秩序有序恢复。

“多亏政府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一

批化肥原材料及时运抵，保障我们的化肥生

产线正常生产，满足全村春耕用肥。”棋盘村

化肥生产线负责人何巍说，包括化肥、种子在

内的农资目前到位八成多，对春耕生产是有

力保障，大家心里有底了。

从4月13日起，棋盘村10万吨秸秆发酵

饲料厂厂区传出机器轰鸣声。其他工厂从4

月8日开始复工复产，生产均井然有序。

饲料厂总经理王征介绍：“饲料作为畜

牧业投入品，是保障畜牧生产稳产保供的

关键一环。员工就在厂区食堂吃饭、住宿

舍，避免交叉感染。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生产和消杀工作同时抓，对食堂、

员工通道，以及垃圾桶周围等区域每天消

杀两次。”

春 耕 备 耕 忙 不 负 好 春 光
——吉林市龙潭区棋盘村见闻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刘佳雪

近日，长春市组织开

展地毯式消杀作业，对小

区楼道、电梯、烟道、下水道

等环境实施无死角消杀，最

大限度消除可能潜在的病

毒。图为净月高新区茗月

社区消杀队正在开展消杀

工作。

本报记者 张野 刘帅 摄

4月4日，省贸促会国际联络二处的主任科员王晶，被

长春市春城街道海迎社区党组织和下沉社区党员推选为临

时党支部书记。这个小区是长春市“无疫小区”之一，居民

们都说，有这么好的防疫成绩，和下沉社区党员们的努力是

分不开的。

在临时党支部成立的第二天，王晶便带领支部的15位

党员配合社区和小区物业有序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入户

核酸检测、发放抗原检测试剂盒、对小区各处进行及时消

杀、为居民开展心理疏导服务……全副武装的“大白”出现

在小区的各个角落。

为了更好地建立起业主与社区沟通的渠道，她组织临

时支部的党员成立了“党员巡逻队”，分6班次12小时巡查

和值守。王晶说：“我们组织党员白天值守和巡逻是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临时支部党员主动担当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和

社区干部的一致赞誉。王晶说：“我是共产党员，能尽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为疫情防控做点儿实事，是份内的事。”

“无疫小区”的临时党支部书记
本报记者 王旭 曲镜浔

3月4日，吉林医药学院党委发出倡议，动员学校党员

干部积极参与抗疫志愿服务，校医院副主任医师李伟主动

请缨。他说：“我是一名老党员，又是医务工作者，这个时候

我冲锋在前，义不容辞！”

李伟是一名退伍老兵，保持着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

优良作风。他主要负责全校防疫物资调配、保洁消杀技术

培训、公共场所消毒和临时隔离区管控等工作。他吃住在

校园，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即使睡觉时手机也必须放

在枕边，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连续的超负荷工作，让他

的高血压、颈椎病、腰椎病等老毛病都发作了，但他不打“退

堂鼓”，一干就是一个多月。

3月13日，吉林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吉林市职业教育

园区和吉林女子学校的1300多名师生，全部转移至吉林医

药学院。校医院紧急调配人手，迅速建立管控区，启用临时

隔离区。

李伟带领同事一起身穿防护服、肩背喷雾器，对学生公

寓楼一层层、一间间，及周边环境进行预防性集中消杀。那

天，吉林市气温较低，汗水湿透征衣，戴着防护手套的手冻

得冰凉。半天时间，他们就完成了468间寝室、156个卫生

间及各层楼道的消杀任务。

3月14日清晨，一辆辆大巴车驶入校园。李伟早早就

在公寓楼前等候，为师生们消杀物品。针对个别不适应新

环境的学生，李伟常常在“隔离观察微信群”里不厌其烦地

安抚，详细解答疑问，想方设法为他们的隔离生活增添乐

趣。“李‘大白’，真的好！”他的细心和真情，赢得了学生们的

点赞。

1个多月来，李伟完成线上谈心谈话92人次，场所消杀

37次、面积累计6000余平方米，开展防疫消杀业务培训8

次，累计发放防护服327套、口罩1.6万余只、手套3000余

副、防护面屏155个、消毒洗手液237瓶、消毒剂1093瓶。

他日复一日忙碌，只为保障校园防疫安全。

“李‘大白’，真的好”
本报记者 李婷 丁美佳

不久前，一张吉林大学保洁阿姨化身“大

力士”的照片刷屏了朋友圈。照片中，保洁阿

姨一身蓝衣，单手拖拽起庞大的垃圾编织袋，

她的背影瘦小单薄。

她叫刘淑贤，今年62岁，是吉大中心校区

南苑四公寓的一名保洁员。疫情期间，她住

在学校，负责打扫南苑四公寓一层半的卫

生。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她打扫完楼道、卫

生间、水房、洗衣间和楼梯，两个小时已经过

去，而这才只是一天工作的开始。

学生们吃过早餐，刘淑贤要负责把一层

楼260个学生的餐盒拖出公寓。一个袋子装

20多斤餐盒，6个袋子才能全部装完一顿饭的

餐盒，摞在一起重达100多斤。这么重的垃

圾，她一天要拖三次。刘淑贤还要背着喷雾

器消杀负责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消杀

工作，一天要做4次。繁重的清洁工作让刘淑

贤每天都要爬上爬下。脚磨起泡了，她不喊

累不叫苦，“疫情特殊时期，学生留守寝室，我

们这些服务人员能做的，就是代替父母照顾

好她们。”

当记者问起那张“大力士”照片时，刘淑

贤笑着说：“其实挺沉的，但一想到孩子们的

笑脸和对我的信任，拖起来就有力量。这个

楼里的孩子多数我都认得，她们总找我聊天，

跟我可亲了。”

吉林大学冯婧怡同学说：“阿姨瘦弱的肩

膀，扛起了同学们平稳的居寝生活，让我们感

受到温暖。”周宇彤同学说：“保洁阿姨们真的

很辛苦，她们也有儿女，但却毅然选择驻守学

校，尽全力保护我们，真心向她们道一声‘阿

姨，您辛苦啦！’”

吉大校园里的“大力士”
本报记者 李文瑶

4月14日晚上6点，在吉林市第四方舱医院二楼内蒙

古医疗总队赤峰医疗队负责病区里，“党情暖方舱，医患手

相牵”党员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只见一群老人和孩子，有序地到“大白”医生那里领取

零食、牛奶、水果和小玩具，得到礼物的孩子雀跃地互相展

示，有的孩子在活动板上留下了祝福语和图画，整场活动气

氛活跃，场面温馨。

据了解，从4月8日以来，这样的活动在吉林市第四方

舱医院已经举行了多次。

原来，病区里小孩和老人相对较多，有的孩子拿着刚喝

完的酸奶或八宝粥的空瓶子问医务人员：“叔叔、阿姨，什么

时候还发放啊？”

听到孩子稚嫩的询问，赤峰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第二

小组党员五宝山、入党积极分子颛青楠和李玲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将捐助食品的想法向临时党支部书记王文鑫、

副书记张子庆进行了汇报，得到的答案是：干吧！我们全

力支持。

就这样，五宝山和队员们在驻地宾馆一楼安放了一个

自愿捐助食品箱，把积攒的牛奶、水果、零食等自愿放入箱

子里，每天再由队友上班的时候带入舱内。

“谢谢你们，孩子。”“叔叔、阿姨，你们真好！”

这是在第四方舱医院里，37岁的蒙古族汉子五宝山听

到最多的话。虽然远离亲人，但让他在江城吉林市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平时家人不敢给五宝山打电话、发视频，怕影响他工作

和休息。每当五宝山休班忍不住跟家人们联系时，大家又

会心疼地说，有空儿就好好休息，只要你核酸检测报告出来

发到群里，报个平安就可以了。

“3月13日，我离开家的时候，最放心不下6岁的女儿

和怀孕两个月的妻子。可妻子乌日汗却特别支持和鼓励

我，让我安心工作，她能照顾好自己。”与记者说起临行时家

人的这番话时，五宝山眼里闪烁着泪花。

第四方舱医院的蒙古族汉子
本报记者 隋二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