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1345期星期五

今日4版
2022年 3月 18日
壬寅年二月十六

官方微信

新闻热线 0595-26531010

海丝起点 魅力南安

福建日报社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72

邮发代号 33-82

责编：林梅治 美编：柯吉 校对：欧爱婷 广告热线：0595-26531028 发行热线：0595-26531027 电子信箱：hssb1101@163.com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拥有海丝商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本报讯（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黄秋玲）
16日，南安市组建了一支120人的流调溯源队。

这支流调溯源队分成20个小分队，由纪委
监察委、司法局、联合执法大队、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等部门抽调的81名得力人员，与卫健系
统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

当天，南安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流调
溯源工作推进会，就“三公（工）一大”融合协同
工作机制、流调溯源的处置流程、现场调查注意
事项、密接的判定及流调报告撰写等进行详细
讲解。会议要求流调人员结合传统方式流调和
大数据信息，对重点场所、重点时间节点与现场
调查信息相互印证、互补完善，使传播链条调查
更精准、清晰，确保追踪排查出所有的密接、次
密接和风险人员，实施精准防控。

据悉，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流调溯源工
作刻不容缓，不仅要求流调溯源人员要有一定
的专业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沟通、交
流的调查技巧，这样才能为后续的防控工作提
供决策奠定基础。南安市组建的这一跨部门流
调溯源队伍，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在短时间内
形成战斗力，提升流调效率和水平，进一步加强

“三公（工）一大”融合协同工作机制，有力提升
疫情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本报讯（记者 陈亮亮）为全力
做好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
法》《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交
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指南（第二

版）>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南安市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
急指挥部发布2022年3号通告，决定
自2022年3月17日上午12时起实行
交通管制。

根据通告，对水头西、石井西、官

桥、南安西（仑苍）、南安北（省新）、码
头、乐峰、梅山等8个高速出口及入口
实施全封闭管理。

同时，在南安、南安南、金淘、
石井、水头等 5 个高速出入口以及
国道 324 线水头小盈岭、国道 228

线石井昔坂、成功大道、省道 213 线
东田芹山等 4 个交通道路联接口设
立双向交通查验点，对司乘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三码”联查等，请广
大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恢复时间将
另行通知。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陈耀锟）
17日，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发布通告，自3月17
日起，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及各分中心、乡镇
（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关闭服务大厅，暂停
所有线下服务，恢复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
通知。

“办事企业群众可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
厅、闽政通App、微信公众号、部门微信专号等‘不
见面审批’方式申请办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和
支持。”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已牵头
组织医保中心、社保中心等20个审批部门开通
审批服务微信专号，办事群众只需关注审批部
门微信号，即可在微信上享受“一对一”的专属
服务。

“实行微信专号服务，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
理业务，可减少外出时间，降低交叉感染的风
险。”该工作人员介绍，微信专号涵盖业务咨询、
业务预审、业务审批等功能，办事群众可于工作
日在微信专号上进行咨询或提交准备申报的材
料。届时，将由部门专员给予提前预审，其中可
全流程微信专号审批的，审批部门将直接在承
诺时间内给予审批。

本报讯（通讯员 陈彩玲 记者 陈亮亮）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财政局了解到，横八线洪濑
镇区过境线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南安市财政
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多渠道做好资金筹措保
障工作。从2018年起，南安财政每年都将该项
目列入新增一般债券需求盘子，积极向上申报
一般债券，配合项目单位积极争取上级补助，本
级统筹安排资金支持项目建设，累计已筹集到
位资金近 1.5 亿元，有力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确保项目建设保质量按时序进度推进，为高
质量发展超越作贡献。

据悉，国省干线横八线（省道 215 线）洪濑
镇区过境线公路工程项目是南安市级重点项
目，起点位于原省道 307 线与洪都公路交叉口
处，路线由南向北而行，途经扬美村，跨过东溪，
穿过西林村，终于纵三线省新至梅山公路雪峰
段，全长4.074公里，采用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
道）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km/h，双向六车
道。目前该项目已进入交工验收阶段，通车后
将有效缓解洪濑镇区交通拥堵问题。

■本报记者 陈亮亮 通讯员 庄文静

近日，南安市下发《关于在全市实
施2022年农村计生二女户安居工程的
通知》。今年，南安市继续实施计生

“二女”户安居工程，为 20 户计生困难
家庭营建新房。

记者了解到，2000 年，南安市率
先在全省实施农村计生“二女”户安
居工程，今年已是实施的第 22 期。与
往年不同的是，2022 年安居工程补助
款提升至 5 万元，同时，南安市慈善总
会将拨出 10 万元用于安居工程对象
装修新居。

回顾 21 年历程，一串数字“成绩
单”格外引人注目——至今已累计投
入资金超过 6000 万元，其中市财政投
入 3055 万元，镇、村共投入配套资金
1780 多万元，募集社会资金 1190 多万
元；为计生“二女”住房困难户营建新
房1575座；为1337户计生“二女”户免
费提供宅基地14.71万平方米……

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一个个

从无房到新居，从狭小阴暗旧房到宽
敞明亮新居的暖心故事，更让一个个
困难计生家庭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的梦想。

适时提升补助
困难家庭建房有保障

2022年春节，南安多阴雨天气，但
湿冷感并没有冷却康美镇康美村苏文
恩一家心里的暖意。

原来，苏文恩是农村计生“二女”
户，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此前居住在老
旧的石头房里。“石头房漏雨问题严
重，我们就在楼顶搭了个铁皮房，后来
铁皮被台风吹坏，一直担心铁皮会掉
下来砸到别人。”因此，翻新房子的念
头在苏文恩的心里已经埋藏多年，但
由于全家就靠他一人打工赚钱，建房
子的钱一直没有着落。

2021 年，在得知苏文恩一家的实
际情况后，南安市计生协会将他们列
入“安居工程”扶助对象，将石头房翻

建，圆了他们一家的“新居梦”。
由南安市财政提供的 3 万元计生

“二女”户安居工程建房补助款，是苏文
恩营建新房的重要启动资金。“‘二女’
户安居工程补助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适时提高，如今，南安已 3 次提升
补助金额。”南安市计生协会专职副会
长陈国权介绍，2000年，南安率先在全
省实施农村计生“二女”户安居工程。
起初，市财政对列入农村“二女”户安居
工程的住房困难对象每户补助1万元，
2007年提高至2万元，2014年提高至3
万元，2021年12月提高至5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南安市已连续 21
年将计生“二女户”安居工程列入为民
办实事项目，并成立以市委、市政府分
管领导为正、副组长，市直机关26个部
门的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
责帮扶资金筹措、对象确认和部门职
能协调，多方面要素保障为南安市计
生“二女”户安居工程顺利实施奠定了
良好基础。

目前，南安市累计为计生“二女”

住房困难户营建新房 1575 座，大大改
善了农村计生“二女”住房困难家庭的
住房条件。

持续精准发力
让最需要的人受益

近日，2021 年刚刚完成乔迁新房
的热闹还未散去，南安市各级计生协
会又开始奔波于一个个困难计生家
庭中。

“家里有几口人？”“孩子上几年级
了？”“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这
个 房 子 什 么 时 候 建 的 ？ 会 漏 水
吗”……这样的询问一次次地出现在
工作人员与计生困难家庭的谈话间。
过程中，工作人员仔细聆听、细心记
下，将点滴信息汇聚成一个个计生困
难家庭住房情况档案。

记者了解到，为了能够精准地帮
扶到最需要的人，这样的走村入户在
每年项目启动前期都会进行。

（下转3版）

抽调多部门得力人员

南安组建一支120人流调溯源队

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暂停线下服务

市民关注部门微信专号可办理业务

详询请致电：0595-86370300 兴业银行南安支行（南安旧汽车站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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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财政筹集资金近1.5亿元

保障横八线洪濑镇区过境线项目建设

南安市防控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2022年3号通告

8个高速出入口全封闭 部分路口设查验点

全省率先！风雨无阻二十余载

南安近1600户计生困难家庭圆了“安居梦”

本报讯（记者 李杨瑜 通讯员
黄志兴 文/图）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民生物资市场价格秩序总
体是否平稳？粮油储备量到底如
何？为了解答广大市民朋友关心的
问题，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南安
市官桥镇的中国粮食城（官桥）园区。

该园区是全国第四大粮油加工
流通集散地，已形成生产加工、仓储
物流、市场交易产业链；近 10 万平方
米的粮油现货交易市场更是聚集了
数百家粮油、土特产、名特优商家入
驻经营。

一大早，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
有限公司门口，一辆辆货车在这里
排起了长队，工人们正忙着将大米
分拣、装箱，准备发往省内各个地区
的供应点。

“最近每天都是订单满满，车间
设备正加足马力24小时生产，才9点
多这些货车就来两趟了。”金穗米业
常务副总经理林嘉睦介绍，目前，公
司 4 条生产线每天可加工 960 吨原
粮，可生产560吨左右大米。

在车间边上的粮食储备仓库，记
者看到，一袋袋大米被整整齐齐地堆
放在仓库内，犹如一座座小山。“这只
是我们的储备仓库之一。”林嘉睦表
示，目前，公司自有仓库储存量三四
千吨成品大米，原粮库存量也有 2 万
多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接
下来，金穗米业将按照政府应急储
备大米的仓库标准，升级改造现有
2000 多平方米仓储设施，采用空调
调整仓库温度和湿度，配置先进的

环保电动叉车和智能化装卸粮系
统，以此推动成品大米仓储的自动
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有效保障食品
安全，做好各级政府应急储备大米
的相关工作。

距离金穗米业 300 米远的泉州
市金华油脂食品有限公司，同样也
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忙着将
包装好的食用油运到仓库中，等待

装车发出。
“除了仓库里包装好的食用油，

前面几个四层楼高的食用油储存罐
也都装满了成品食用油，目前共储存
了1000多吨，其中有250吨属于南安
市级应急储备食用油，每天可以源源
不断地向市场供应，满足市民朋友的
日常需求。”金华油脂总经理李丽金
表示，南安市粮油储备十分充足，市

民朋友们不必惶恐担忧。
据了解，南安市共有 5 家规模以

上粮油加工企业，每日加工能力达
1800 吨。目前，全市县级粮食储备
7.45 万吨（包含应急大米 1300 吨，应
急小麦粉 500 吨，应急储备食用油
500 吨），保持常年足额到位，南安市
地面上的政府储备粮可保障全市半
年以上口粮供应。

别担心！政府储备粮够南安人吃半年以上

在金穗米业粮食储备仓库，工人正在装载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