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瑞镇联合村东沟脑组常占国，
一个优秀的老党员，一个无私、正直
深受百姓爱戴的小组长，一个甘于坚
守的平凡人。

疫情发生后，村两委落实防控措
施，传达上级文件精神，他第一时间
组织宣传发动，在东沟脑组的微信群
中大力推送防疫知识，转发疫情快报
等等，东沟脑组现有常住户31户，其
中有8户家中只有老人，不会使用微
信，常占国就每天逐户打电话，询问
老人的生活状况，解释当前疫情的形
势，宣传居家防控的重要性，以及科
学讲解防疫知识，安抚群众情绪，一
点一滴的问候在寒冷的冬日里让人
感觉更加温暖。

为了防止外来人员进组，减少人
员聚集和接触，他每天在组里的唯一
进出路口巡视，有外来人员他苦口婆
心劝解。现在正值新春佳节，按照中
国的传统要走亲访友，拜年聚会。但
是疫情当前，人们只能自我管理，居
家防疫，可是依然有些人思想意识不
强，怀着侥幸心理，认为偏远山区不
会病毒出现，就麻痹大意。大年初二
的上午，邻组的一对张姓夫妇去给家

住东沟脑组的 78岁的二姨拜年，走
到路口，常占国把他们拦下，细心的
劝说他们，他们起初还不理解，觉得
常占国是小题动作，后来在常占国的
建议下，张姓夫妇拨通了二姨的电
话，电话里二姨说：“孩子们，你们的
心意我知道了，二姨挺好的，你们回
去吧，现在疫情紧张，不要出门了
……”

镇里发放了消毒用品，常占国细
心的讲解消毒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对于只有老人的家庭，他每天都
亲自去为他们消毒，在消毒前后他都
给自己全身喷满酒精，从而提高消毒
效果，避免因入户接触引起病毒传
播，常占国身上的酒精味久久不能退
去。

一件件小事儿，一个个细节，无
疑在诠释着常占国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体现着一个党员在疫情面前敢
为人先的精神风貌。

胸前的党徽亮明了身份，在疫情
防控的一线随时可见他的身影，他敢
于冲锋在前，守护着东沟脑组的村
民，他用行动践行着“亮身份、上一
线、当先锋”的誓言。

平 凡 的 守 护
■特约记者 王岩

本报讯（通讯员 马艳丽）连日
来，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指导监管
力度，采取驻场监管和“五个一”模
式，规范全旗商超疫情防控工作。

一份温馨提示。为宣传疫情防
控工作，在商超入口处醒目位置张贴
一份温馨提示，提醒广大顾客自觉佩
戴口罩，自觉讲卫生、勤洗手，保持良
好卫生习惯。

一份体温检测。在商超入口处
设置体温检测台，凡进入人员，安排
专人进行体温检测并作好记录，发现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及时向社
区报备。

一份管理记录。加强上岗员工

岗前的两次身体检测，防止员工带病
上岗，要求上岗员工勤洗手、戴口罩，
穿着整洁。

一份消杀记录。为确保经营场
所符合疫情防控的安全卫生要求，建
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制度》，每天必须定时对经营场
所和设施工具进行消杀处理，并作好
消杀记录。

一份温暖关怀。旗市场监督管
理局得知商超从业人员防疫物品短
缺，为商超协调200个口罩、2台红外
体温计，确保大型商超有效开展疫情
防控。

旗市场监管局
“五个一”强化商超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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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凤莲）自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万合永镇在退役军人梅喜春的带领下，
成立了12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队，他们活跃在全镇的各个
村落，成为阻击疫情的中坚力量。

刚刚从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
浩来村退役军人王敬智率先垂范，参与
巡逻值守，他说，“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就应该永远听党指挥，自觉服从党组织
安排，保护人民群众安全，我将用行动
践行自己的诺言”。

兼任永明村支部委员的退役军人
王桂发冲锋在前，不但做好后勤主任职
责，保障大家取暖、防护、饮食用品，还
主动要求夜间值守，已连续十多个晚上
没有睡个囫囵觉。

年轻的退役军人刘国伟不畏寒风笔直
的站在卡口处，用喇叭和音响进行新型
冠状病毒防治科普知识的宣传……

他们紧紧围绕“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的总要求，以“战时用我，
危难有我，冲锋看我”的战斗姿态，按照
克旗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令和万合永
镇党委政府的要求，严谨地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切实做到站好每一岗，把好每
一关。

据统计，万合永镇在家的50余名
退役军人，全部加入了志愿者行列，他
们和镇村干部一起轮流守护着全镇
149个村民组的130个进出口，他们主
动到路途最远的小组巡逻，主动在环境
最艰苦的卡点值守，充分彰显了军人敢
于吃苦、敢于战斗的精神风貌。

战“疫”一线彰显军人本色

本报讯（通讯员 王美洁）罗鸿琴
是经棚镇机关党支部书记，也是常善
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面对这场没有硝
烟的特殊战“疫”，她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自愿放弃春节假期，义无反顾地冲
锋在抗“疫”前线。为了尽量减少群众
外出购物，罗鸿琴便成了村民的“跑腿
代购”“顺风速递”。

每天早晨，罗鸿琴准时从镇里出

发，车里满载着药品和生活物资，有的
是村民自行联系亲戚购买，有的是她
亲自采买。为了按时到村，她会在前
一天晚上将生活物资等全部买好，有
的时候，为了买一种药要连续跑好几
个药店。看起来很琐碎的事情，罗鸿
琴却做的很认真，她说：“老百姓积极
配合工作，我挺感激也挺欣慰的，现在
不能随意走动确实也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生活不便，我既然有这个条件，就要
给村民提供便利。”

常善村七地组的刘福云因腿被摔
坏无法走动，罗鸿琴亲自将药送到其
家中，并叮嘱一定要放松心态好好养
病。还有一些独自在家的老人，罗鸿
琴不放心，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这样
无微不至的关爱，毫无保留的付出，让
常善的百姓认准了这个贴心人。

铁肩担道义，热血抗疫情。罗鸿
琴的“跑腿代购”和“顺风速递”业务仍
在继续，常善人民的“抗疫”热情被持
续点燃，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
联防联控的良好局面，我们坚信一定
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罗鸿琴 村民的“跑腿代购”“顺风速递”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春雨 通讯
员 梁昳馨）2月16日，对于同兴镇卫
生院院长陈亚伟来说是一个灰色的
周末，母亲前天摔倒时他只是有些担
忧，没想到仅仅两天的时间，就接到
了母亲去世的噩耗……

陈亚伟的母亲在翁牛特旗，距同
兴的路途虽然不远，但正赶上医院防
控的关键时期，一边是来势汹汹的疫

情，一边是亲人离世的悲痛，陈亚伟
处于两难境地。但陈亚伟考虑到医
院是防控疫情的主战场，医院还有20
多名医护人员需要他部署工作，最终
他毅然决然留在岗位上，并打电话叮
嘱家人，不要聚集，丧事从简。陈亚
伟和劝说的同事们说，大疫当前，总
有取舍，相信会得到家人的理解。

陈亚伟的两难选择

本报讯（通讯员 韩英剑）近日，
一种号称“零接触”的购物方式在土
城子镇流行开来。

位于土城子镇区的土城子村是
全镇人员最密集的地方，为了尽量避
免人与人接触带来的交叉感染，村党
支部倡议村民实行“零接触”购物。
各店铺都紧闭店门，在门外留下联系

方式和收款二维码，顾客通过电话来
选购所需品，售货员在店内对选购商
品进行包装核算，之后将货物放置门
外，顾客再通过线上支付的方式进行
付款，整个购物过程实现了“零接
触”，既保障了生活物资的供应，又避
免了人员不必要的接触。

土城子村“零接触”购物有妙招

本报讯（特约记者 靳羽商）疫情
防控，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也
是对数字化能力的考验。加快数字
化基础建设，实现更高效办公在这次
战“疫”中显得尤为重要。

“请稍后，马上为大家调适！”自
从西拉沐沦街道小区值守卡口实行
扫码登记以来，可忙坏了克旗联通公
司的工作人员小吕。服务器扩容、系
统部署调整，几天来小吕一直负责二
维码登记的后台维护工作。为应对
疫情信息统计工作，联通公司主动联
系西拉沐沦街道管理办公室协助街
道社区搭载了二维码扫码登记系统，

实现了小区居民出入登记的“云填
报”。

“二维码扫描登记真不错，又快
又便捷。”在兴旺家园值守卡点登记
的李姓居民说到。截止目前，西拉沐
沦街道二维码扫描登记已经运行了
近十多天了，累计登记量已达到
80000余次。

西拉沐沦街道和克旗联通公司
此次的密切合作，不仅提高了值守人
员的工作效率，最大限度避免了人员
密切接触，降低了病毒传播风险，在
联防联控层面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
数字战。

西拉沐沦街道
扫码不接触“数字”占先机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岩）2月 17
日，春寒料峭，瑞雪覆地，一个长相英
俊一脸雅气的小伙子，踏着积雪步履
蹒跚，一跛一拐地来到村委会，对工作
人员说，我要捐款1000元，村委会工
作人员惊讶的对他说：“你家庭困难，
你本人又沒有劳动能力，就少捐点
吧，”他坚定的说；“不行，就这些，这是
我所有的积蓄。我早就有捐款的准备
了，就是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他叫魏成磊，家住芝瑞镇大兴永

村羊场沟组，今年 25岁，几年前在外
务工时，因车祸造成肢体残疾，到目前
还未完全康复。当他在电视新闻中看
到来势汹汹的疫情后，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每天看着新闻报道一个个触目
惊心的数据，久久不能释怀。听到村
委会开展为坚守一线的守护者捐款献
爱心的消息时，他对父母说：“我也要
献份爱心，这些年国家沒少照顾了我，
给我办着低保，还有残疾人生活困难
补贴，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好日子，现在

国家有难了，我要尽份心意，回报国
家。”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肯定，于
是有了开头的一幕，不顾腿有残疾，亲
自来到村委会，将1000元捐款放到募
捐箱里，实现了一个心愿。这些钱相
当于他半年的低保补助和残疾补助，
这些钱是他这几年省吃俭用，一分一
毛的攒下的。

魏成磊说：“我每天看新闻，现在
克旗周边地区都有确诊病例了，我身
体残疾，卡口站岗我是不行了，现在能

做的就是不出门，捐完款我就回去。”
其实，魏成磊虽然不出门但是他经常
给同组的乡亲们打电话，给大家做防
疫宣传，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居室
常通风，没有特殊情况不外出，积极配
合疫情防控工作……”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
晖。这就是一个残疾人小伙的战“疫”
情怀，平凡的行动感动着每一个人，暖
心的善举更加坚定了我们战胜疫情的
决心。

一个残疾小伙儿的战“疫”情怀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凤莲）在万
合永镇“战疫”的人群中，有这样一个
身影，他有时走村入户核对人员户籍
信息，有时抽查卡口执勤情况，做到不
漏一车不漏一人，有时还会亲自上门
送蔬菜和水果上门，帮助购买其他生
活用品。他就是万合永派出所所长张
锐剑。

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张锐剑，担
任万合永派出所所长已整整5年了，他
毕业于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2002年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一直在基层派出
所工作。春节前夕妻子因突发疾病去

世，这让夫妻伉俪情深的张锐剑蒙了，
根本接受不了，面对现状：一方面家里
两个孩子，一个14岁正上初三，一个3
岁，蹒跚学步根本离不开人；另一方面
疫情形势严峻，万合永镇已经吹响了
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冲锋
号。他深知“疫情就是警情，防控就是
责任”。他毅然做出了马上参战的决
定，仅用 5 天时间简办了妻子的丧
事 ，把孩子托给亲人照管，安排了家
里的老人，毅然决然的带着生活用品
住到所里，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参与24
小时值班备勤，带领万合永派出所民

警冲在抗“疫”一线。
同事们劝他多休息几天，把这突

如其来的灾难“消化消化”，他说：“爱
人永远在我心里，孩子安排给亲人守
护我放心。现在正是防控疫情最需要
我们的时候，所里本来就人少，保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的责任，疫
情不退，我们警察不能退！”

他的刚强坚毅感染着所里的其他
同志，大家抢着到最偏远的村民组去
巡查，到艰苦的卡点去值守，他们跑偏
了全镇12各村的149个村民组，累计
为辖区群众发放各类防疫宣传册

2000余份，排查武汉返乡人员 5人。
执行政府防控指令，迅速建立了疫情
反应机制：教育训诫不遵守全镇疫情
防控指令，亲戚聚餐4人，劝返外地车
辆 10余辆，督查、检查全镇商店防疫
措施40余家，做到了公共场所和便民
超市防控措施督查全覆盖。把柳林、
新井、大河三个农村集市全部关停。
目前5名湖北返乡人员体温正常，无异
常症状。

张锐剑“疫”无反顾铸警魂

本报讯（通讯员 王美洁 张静）经
棚镇党委领办的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
联合会里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普
遍是“80”“90”后，是走在新时代农业
发展道路上的新青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青年们毫无畏惧，
勇于担当，将当前工作迅速转变为助
力全镇乃至全旗疫情防控，围绕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再一次奋勇冲锋。

打响“准备战”
春节前，镇党委政府及时对武汉

疫情的发展做了详细了解，及早部
署。在疫情来临之初，联合会所属的
新农联超市即依托广泛的市场资源，
储备了 15000只口罩、80瓶消毒液、
100多斤酒精等各类防护用品，解除
了疫情爆发后防护用品短缺之忧，为
全镇一线防控做了有备之战。

织密“防护网”
联合会全体成员积极与镇村党组

织配合，将遍布全镇的村组联络网与
党员网格化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三
会”、组级事务理事会并网合一，建成
集村组民主管理、社会治理、“三位一
体”、信息服务的综合网络，在疫情防
控中发挥了进组入户排查、信息汇集
整理、宣传动员科普等巨大作用，锁定
了重点监测范围，织密防护网。

慰问“先锋队”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攻坚期，

作为“前沿阵地”的一线防控任务一刻
都不能放松，工作强度越来越大。联
合会的年轻人迅速行动，仅用两天时
间就走遍了经棚镇13个村、1个社区，
为路卡口值班的工作人员送去食品、
水果、牛奶等生活物资100余件，为各

村委会送去蔬菜 300余袋。接着，又
为监狱所、哈达社区、小区值班人员送
去了保温杯、食品、消毒液等物资，用
年轻人的热情抗击着疫情的寒冬。

守好“物价线”
在镇区各大超市纷纷停业的情况

下，联合会新农联合作超市按照旗、镇
两级党委要求，每天积极调运物资，全
力保障疫情下群众的生活物资需求。
始终坚持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便民服
务，有效平抑了疫情期间物价波动。
每天一早，年轻人们早早来到超市消
毒，角角落落都不放过，在公众号发布
当日蔬果价格，让群众在家就能了解
到价格信息，各类生活物资零利润的
公示公开，成功守护了百姓的“菜篮
子”。

理好“订货单”

“大米20斤、红薯2斤、尖椒2斤、
牛奶1件……”，为了方便各村群众生
活，联合会每天都要接收这种订单。
按村、组分好后，还要有专人整理订
单、配货打包、装车运送……足足比之
前多了几倍的工作量。这些年轻人没
有丝毫抱怨，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即
使占用了休息时间也在所不惜，“大家
一起努力，能做一点是一点，非典时咱
们还小，现在到了咱们出力的时候
了。”到了村里后，再一份份送货上门，
百姓们都感动地说：“在这个时候生活
还能这么方便，年轻人把菜都给咱送
上门来了，咱们还有啥不配合的，说不
出门就不出门”。作为后勤保障的急
先锋，他们勇敢的承担了疫情危急下
的社会责任。

农联会里有群年轻人

本报讯（通讯员 孙鹏飞）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应昌街道管理办公室
党工委立足自身网格化管理优势，依
托党建融合、在职党员“双报到”等有
效机制，以人员摸排、重点人员监管和
宣传引导三块重点工作为主攻方向，
协调各方凝聚力量、靠前指挥设关立
卡，通过党建引领构筑起了防控“疫”
线的坚强战斗堡垒。

三力联动，疫卡防控有力度。一
是建支部，以上率下，开足牵引力。疫
情防控工作一开始，应昌街道管理办
公室借助党建融合等机制，成立17个
临时党支部，组建6支党员突击队第一
时间奔赴防控“疫”线。面对人手不足
的问题，积极协调旗委组织部将旗里

部分在编在岗人员535人编入到防控
队伍中来，其中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达
到了 120余人，他们都在小区设卡处
开展人员排查、测量体温、居民出入登
记等具体工作。二是以督查为抓手，
开足助推力。街道纪工委扎实履行监
督职责，全天候流动在外，对 75个小
区设卡出开展随机督查，发现问题及
时反馈。三是做好宣传引导，开足内
动力。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单
50000余份，累计制作条幅260余条，
通过短信、微信转发防控知识累计
83000余条，利用经棚一中、萃英学
校、蒙古族幼儿园的大喇叭进行循环
播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
识。借助智慧社区平台不定时对疫情

防控进展情况进行实时宣传。
两种方式，人员摸排有精度。一

是定点筛查，我们对辖区内84个小区
实行全天候封闭式管理，共设卡口72
个，在小区门口张贴“非本小区人员、
车辆禁止入内”警示牌外，500余名党
员志愿者主动认领关卡任务，对小区
居民情况进行人员排查等具体工作，
平均每天摸排 2300余户。二是流动
摸排。在前期筛选，电话排查的基础
上，启动重点人群集中排查、集中隔离
专项行动，对以上五类人群入户做地
毯式排查，截至目前累计排查 6239
户。

一线送暖，共克时艰有温度。一
是爱心传递，爱心商家麦克斯汉堡克

旗店向庆宁社区捐赠面包助力防疫
战，为了让辖区居民同样感受到这份
来自爱心商家的温暖，庆宁社区党支
部带着这份温暖走访慰问了辖区重点
返乡居家隔离人员。二是隔离不隔
心，对重点监控人群开展节前慰问。
赛罕社区党总支、贡格尔社区党总支
等党组织在元宵节来临之际，给详细
了解监控人群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的
同时送去了节日慰问品。三是战“疫”
中的元宵节，持续关注弱势群体。萃
英社区党支部张书记带领社区工作人
员、网格员及志愿者一起看望辖区内
的贫困户郭培秀老人，给老人送去了
汤圆，牛奶等慰问品并为老人送上的
节日的祝福。

党建引领构筑疫情防控堡垒

理发志愿者为旗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免费理发 摄影 武文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秀华）病毒
无情，人间有爱。在全旗上下携手同
心全力阻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旗民政
局的党员干部积极行动，慷慨解囊，
踊跃捐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奉
献爱心、贡献力量。

2月 10日在旗民政局微信公众
群中，一封爱心捐助倡议书像一把火
点燃了大家踊跃捐款的热情。倡议
书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弘扬爱心奉献
精神，用行动践行使命和担当，齐心
协力，共克时艰。倡议书发出后局党
组成员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不甘落后紧随其后，现金、
微信转账、支付宝，不同的形式相同
的信念，构筑起旗民政人爱的长城。

他 2000元、他 1000元、他 500

元、他 300元、他他……就连局机关
几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虽然工资收
入微薄，但都积极主动参与到捐款活
动中来。短短两天多的时间就收到
干部职工捐款2.32万元，同时民政
局还从有限的办公经费中挤出 1万
元，合计3.32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包
扶单位芝瑞镇兴华村、合胜村和共驻
共建单位应昌街道赛罕社区，用于疫
情防控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民政
人”的责任与担当。

“危难之时，人人有责，只要我们
大家都能出上一把力，我们就一定能
打赢这场病毒阻击战，我是一名老同
志也是一名老党员，能尽一份绵薄之
力，我愿意。”一位老党员感慨地说。

旗民政局 爱心捐款助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