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黄艺彬）今年
清明节期间，受疫情影响，南安全面暂停
一切群众性现场祭扫活动。记者了解
到，南安梅陵古园开设网上祭扫平台，推
出网络祭扫和代祭扫服务，帮助大家寄
托一份哀思，截至5日18时02分，参与

“云祭扫”已达2254人次、“代祭扫”服务
400户次。

在南安梅陵古园，工作人员受家

属委托，每天清晨六七点便早早地来
到相应的墓地前，进行擦洗墓碑、摆放
贡品、敬献鲜花、鞠躬行礼等代祭扫服
务，向逝者致以哀思……

据了解，代祭扫活动需提前一天
预约，“有的客户会有些特殊要求，我
们也会尽量满足，根据客户需求帮忙
采购。”工作人员峥嵘表示，祭扫后，他
们还会将现场代祭扫活动的视频、照

片发给家属。
“打扫得很干净，感谢你们。”“想得

周到细致，这样的代祭扫很好。”“工作
人员辛苦了，谢谢你们”……虽然无法
到现场祭祀，但家属一句句感恩的话
语，不仅是对“代祭扫”工作的认可，也
寄托着家属对已故亲人深切的思念。

与委托工作人员代为祭扫相比，
云祭扫参与人数更多。市民只要通过

“南安梅陵古园2022年网络祭扫平台”
微信小程序或关注“梅陵古园”公众
号，点击在线祭扫即可启动小程序，随
后点击主界面顶部的“南安梅陵古园
陵园有限公司”进入祭扫平台主题
页。通过输入逝者姓名，进入扫墓页
面扫墓、献花、敬香、放鞭炮、祈福留言
等进行虚拟祭扫互动体验，便可表达
对先祖的感恩和追思。

■本报记者 洪丽燕 通讯员 吴桐

“谢谢你们英勇无畏的奋战，只想
说一句‘有你在，就心安’！”“感谢你们
的付出，才有我们的安全”……昨日，
坚守在石井金明酒店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的卓泽升向记者展示了这几天收
到的暖心小纸条。

这些纸条是该隔离观察点首批密
接人员解除隔离前在酒店里的留言。

“隔离点的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
我年轻，我上。”3月14日下午，1999年
生的卓泽升便主动请缨到抗疫一线，持
续奋战在石井金明酒店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负责办公室、防控消毒组、信息
联络组及后勤保障组工作。

“无论是观察对象的生活保障，
还是个人防护，都需要耐心细致，一
点都不能出错。我们平时不仅要对
接核酸数据、回收涉疫医疗和生活废
物，监测记录酒店当日消毒情况，收
集体温监测表及垃圾转运台账，还要
随时准备凌晨出动接收隔离人员。”
卓泽升介绍，他刚入职南安市交通运
输局半年，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到抗疫
一线。面对全新复杂的隔离点保障
工作，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他很
快调整心态，褪去青涩。如今，坚守

“疫”线的他不仅对隔离点观察工作
得心应手，还会利用琐碎空闲时间督
促运输行业落实每月安全例会开展
情况，并针对每日泉州动车站返南人
员进行统计及对接。

卓泽升是众多奋战在“疫”线的交
通人中的一员。被抽调在“三公一大”
专班的黄剑彬在全力配合公安、卫健
等部门开展溯源流调工作的同时，主
动转接24小时应急物资保障咨询服务
热线，协调客货运车辆，保障运输运力
充足稳定，督促客货运企业落实好各
项防疫工作，指导车辆及场所消杀、从
业人员核酸检测，统计上报货运中转
站日常数据，审批办理通行证；抽调在
涉疫垃圾处置专班的傅逸群，每天的
任务包括调配保障涉疫垃圾应急运
力，协调解决涉疫垃圾运输车辆通行
等问题，督促涉疫垃圾车辆驾驶员及
随车人员规范处置涉疫垃圾；粘雅玲
被临时抽调至集中隔离及转运专班
后，负责处理12345投诉反馈，统计整
合全市20余个隔离点每日数据，汇总
各乡镇报送数据材料，不遗余力帮助
企业及时转报“白名单”……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南安市交
通运输局迅速凝聚交通红色力量，引
导交通系统党员干部化身“协调员”

“守门员”“调度员”“接线员”。他们用
自己的坚守，与时间赛跑、与疫情战
斗，在“疫”线点亮一抹“交通蓝”。

本报讯（记者 黄睿超 黄奕
群 文/图）“清明节期间正是花菜
的成熟期，幸亏有部门帮忙联系商
超进行采购，才让花菜没有烂在田
里。”3日下午，看着自家种的花菜
装上了货车，向阳乡马迹村农户施
良机终于露出了笑容。

施良机告诉记者，他家共种植
了10多亩花菜和包菜，光花菜就有
5000多公斤。与其他蔬菜不同的
是，花菜成熟后就要采摘，迟摘个一
两天，品相就会差很多。但疫情期
间，商贩无法上门收货，他也无法将
蔬菜运送出去。正当施良机一筹莫
展的时候，一个农超信息交流微信
群让他看到了希望。

原来，为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南安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
组织“农超（店）牵手”，搭建“农超”
信息交流微信群。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有滞销农产品的农户每日及时发
布信息，市商务局组织各商超根据
需求优先采购滞销农产品，从而保
障农产品物资供需平衡。

了解后，施良机赶紧和微信群
里的超前超市取得联系。让他感动
的是，超前超市还提供上门收菜的
服务。“虽然是疫情期间，但是今年
花菜的价格比往年还高。”施良机笑
着告诉记者，连日来，超前超市已经
收购了他家2500多公斤花菜。

像施良机一样松了一口气的，还
有洪濑镇大洋村的农户们。在洪濑镇
大洋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蔬菜，眼
下村里还有蒜苗、胡萝卜、娃娃菜、泡

椒等大量蔬菜已成熟，急需销售。
得知相关部门组织“农超（店）牵

手”活动，大洋村村干部第一时间向
农户收集农产品信息，并汇报到镇政
府。很快，两辆货车从市区来到大洋
村，向农户采购农产品。当天上午，
大洋村的农户们起了个大早，将自家
蔬菜采摘打包好，运到路边。

“这真的是为民办实事的活
动。”看着自家包菜终于卖出去，大
洋村农户卢丕建很感动，“要是没有
相关部门帮忙联系采购，种了几个
月的包菜烂在地里就白白浪费了。”

据悉，2日上午，超前超市前往
大洋村采购了800多公斤蒜、500公
斤左右包菜。“前两天我们去采购了
615公斤蒜，这段时间还到向阳乡、
洪梅镇采购花菜，到梅山镇采购丝
瓜、茄子、青瓜。”超前超市生鲜营采
负责人吴嘉强告诉记者，这些采购
回来的蔬菜在超市各门店进行销
售。由于采购量较大，他们也联系
其他商超帮忙销售。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南安各
部门联动，已解决南安市农户滞销的
鸡蛋、青菜、水果等农产品6.08吨。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陈晖辉 许
丽红）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南安市住建局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
署和要求，将公租房作为疫情防控重点关注的
领域，加强精准防控、联防联控，筑牢抗“疫”防
线，保障公租房小区卫生安全。

“针对公租房保障对象外来常住人口多的
特点，我们按照‘管理对象全覆盖，基础信息全
掌握’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住户登记材料，并
通过组织专班人员走访调查、入户排查、电话询
问等方式，掌握保障对象及家庭成员身体状
况。”南安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局已
累计完成排查直管公租房小区10个，保障对象
753户，及时将人员信息反馈属地社区居委会。

同时，南安市住建局第一时间组织公租房
小区物业管理进行严管，要求采购相关物资、配
备相关人员、做好信息登记，必须“出示三连码、
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并将公租房纳入属地社
区疫情防控管理，紧紧依靠属地街道（乡镇）防
疫力量、防疫资源、防疫措施，以同等要求在公
租房项目予以落实。在入户排查过程中，引导
保障对象配合属地社区和居民委员会工作，自
觉居家隔离，减少人员流动；督促物业企业加强
对小区内重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特别是在电
梯轿厢、垃圾箱，大厅廊道等地，每天进行不少
于2次的病毒消杀。

不仅如此，南安市住建局还通过短信平台，
将防控疫情官方信息及工作通知作为政策宣讲
发送保障对象，对公租房小区进行定向宣传，大
力宣传引导办理业务的群众进行网上申请、电
话办理，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需办理的业务及
反映的困难进行跟踪处置，疫情期间实现100%

“全程网办”“不见面办理”。

◆正值春耕季节，洪濑镇坚持疫情防控与
农资下乡两手抓，持续做好农业生产物资保供
工作，构建放心农资市场。

（记者 黄俊涛 通讯员 林海霞）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司法局获悉，3月14

日以来，该局为群众提供在线预审服务12次，
在线咨询服务35次，提供电话咨询517人次，受
理法律援助案件33件。

（通讯员 刘丽惠 见习记者 王丽清）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杨佳豪 徐
高鑫）近日，中国一冶南安项目部组织员工参
加五矿集团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当天，会上提出了学习“十五条硬措施”，落
实安全责任，明确责任并且责任到人，严管严抓
不合规分包队伍。

据介绍，通过此次学习，该项目部将落实多条
措施。“我们要求项目领导要每周带班对现场安全
进行检查；现场管理人员要每天检查，并对重要部
位拍照记录，有问题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每周要
组织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将现场所有的安全
隐患及因素全部详细列表并制定预防措施、应急
措施；每月组织项目全体人员召开安全分析会。”中
国一冶南安项目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此次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安全
生产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使命感
和责任感，为项目部安全生产工作平稳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该负责人表示。

中国一冶南安项目部

组织参加安全生产视频会

南安市住建局

做好公租房疫情防控工作
南安梅陵古园开设网上祭扫平台

2254人次“云祭扫”“代祭扫”服务400户次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叶海强 黄
怡玲）记者了解到，本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南安市自然资源联合执法委员会办公室（以
下简称“市联执办”）全体执法人员，夜以继日、
不辞辛劳，始终坚守“疫”线。疫情无情人有情，
近日，为解决执法人员的“头等难题”，使坚守在

“疫”线的“战士们”以更好的精神面貌继续投入
抗疫工作中，省新石头发型会所和简易造型的
理发师走进联执办大院，开展义剪活动。

尽管条件有限，没有全套的“洗剪吹”，但他
们手法熟练，用简易的理发工具剪出的发型，也
赢得了大家认可。“他们在一线为我们保驾护
航，我们在后方保他们英俊潇洒，希望我们也能
够为抗击疫情出一分力。”石头发型会所的石头
老师笑着说，能为防疫一线人员提供免费理发
服务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据了解，连日来，不断有社会爱心企业、
人士，尽己之力向坚守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捐赠物品。“疫情防控工作以来，联执办所有
干部职工奋战在第一线，群众的支持是我们
奋战的动力，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让我们对
战胜疫情信心倍增。”对于收到群众、企业捐
赠物资以及义剪服务，市联执办主任黄河水
表示由衷感谢。

爱心理发师开展义剪活动

助力联执办抗疫工作

新闻集装箱

有你在，就心安！

石井首批解除隔离人员
致敬抗疫一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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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香珠
通 讯 员 陈鸿杰

本轮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入关键
期，如何将疫情防控工作做深做细？
霞美镇仙河村洪厝堀自然村就找到了
新妙招，探索“中心户长制”，让防控抗
疫更精准。

“阿婆，我来给您送菜了，有什么
需要的尽管跟我说。”昨日，在仙河村
洪厝堀自然村，洪金招来到村中一户
孤寡老人家中，为老人送来新鲜蔬菜。

今年44岁的洪金招是洪厝堀自然
村村民，自3月18日起，便成为一名中
心户长，负责8户家庭的管理工作。

80多岁的陈阿婆便是由他负责管
理。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洪金招便
给予了阿婆“特殊”照顾，看到老人家
中没菜了，他便买来蔬菜；发现老人家
中灯泡坏了，他便和志愿者帮忙换上

新的灯泡……
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对老

人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为
此，陈阿婆一直感念于心。

“我是中心户长，就要担起责任。
老人的孩子都在外面，一个人挺可怜
的，大家都是邻居，能帮就帮衬着点。”
洪金招表示。

这几日，洪厝堀自然村从封控区
调整为管控区，村民们外出放风的心
也开始“蠢蠢欲动”，洪金招又操起了
心。看到部分不遵守防控工作外出散
步的村民，他总会耐心劝说，开着电动
车在村里巡逻一圈又一圈，直到夜幕
降临。

大到送菜、送药、就医，小到打扫
村道落叶……自从担任户长以来，洪
金招的抗疫生活忙碌而充实，身为志
愿者的他，还要担任守卡口、帮忙维持
秩序等工作。

“有什么需要找身边的户长就行
了，很方便!”说起“中心户长制”的试
行，村民洪先生连声称赞。

“试行‘中心户长制’，旨在以邻里
关系为纽带，发挥户长优势，使疫情防
控更精准。”驻村工作队长黄佳峰告诉
记者，户长服务群众，有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先天优势。“谁家里几口人，在哪
里务工，从哪里回来，他们比镇、村干部
更清楚，做起工作来更轻车熟路。”

据介绍，“中心户长制”坚持以网
格化为管理单元，单元内部设立N个
中心户长，具体负责做好中心户成员
的服务管理工作。而中心户长的产
生，则由村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充分考
虑血缘关系、地域特征的基础上，选定
1名有热心、有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威
望较高的村民担任中心户长。

“户长和服务对象或是亲戚，或是
左邻右舍，大家有着几十年的交情，他

们和群众朝夕相处，对群众的痛点、堵
点问题也更了解，他们出面做群众工
作，能够全面发挥延伸党建+邻里中心
的作用，既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配合，
也容易找准切入口。”霞美镇网格办负
责人傅云龙表示。

据了解，目前该自然村共有 12位
户长，他们中既有党员，也有离退休干
部，或者村民代表。

今年58岁的肖油西是年纪最大的
户长，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布置工
作、传达指令，户长们召集起来开个会
就搞定了，连分发抗原试剂都快多
了。”肖油西表示，推选出户长后，不仅
群众方便了，村干部的负担也减轻了。

在洪厝堀自然村，正是有像肖油
西、洪金招这样的“中心户长”，才将服
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构筑起了抗击
疫情的“暖心墙”，畅通了基层防控的

“毛细血管”。

“小户长”大作为 霞美仙河村构筑抗疫“暖心墙”

“农超牵手”农民蔬菜有了销路

本报讯 （记者 陈江涛 通讯
员 颜永祥）近日，一辆小型货车缓
缓驶入位于水头镇的福建宏科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驾驶员下
车后便进入仓库旁的隔离室。

记者看到，厂内的工人则将仓库
里的成品运出，往小货车里装货；货
车驾驶员全程不与厂内工人接触。

公司总经理郑书炯告诉记者，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为降低人员交
叉感染风险，他们厂里的出货一直
采用人员分离的模式，工人装完货
后，货车驾驶员才能从隔离室里出
来，将车驶离厂区。

据悉，该公司主要生产透气薄
膜，是生产医用防护服的主要材料，
疫情发生后，厂内一直处于满负荷
生产的状态。

记者在厂内看到，工人在电脑

前操作着，自动化的机器运作着，透
气薄膜从流水线末端“吐出”，被机
器卷成圆柱状。

“订单量比平时增加了1倍。”郑
书炯告诉记者，订单量增加意味着需
要的原料更多，为此，他们和原料工厂
提前签订协议，可以保障供应，不足的
部分他们从广州、厦门等地的港口拿
货也能保证生产需求。但因疫情原
因，货车上不了高速路，原料和成品的
运输成为公司要面临的难题。

水头镇的泉州利昌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本轮
疫情发生后，工厂的发货量缩减为
原来的五分之一。

该公司总经理吕达民告诉记
者，公司生产的双向拉伸聚丙烯薄
膜，3年来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厂内3条自动化流水线都在满负荷

生产，每个月发货150车—200车。
记者了解到，目前两家公司的

货物进出基本恢复畅通。
原来，本轮疫情发生后，水头镇按

照抓疫情与保生产并重的工作思路，
打通辖区内生产要素流通堵点，全力
做好企业用工和生产物资保障，确保
企业闭环运行期间稳生产、不断档。

在员工保障方面，对于未居住在
厂内的企业员工，协调员工居住村
居，为企业员工办理绿色通行证，保
证企业员工上下班期间能够通行辖
区内各卡口；同时，将通行证办理权
限下放到各村居，方便企业员工就近
快速办证，累计办证 6000余份。货
运车辆方面，对于驾驶员体温正常、
核酸检测48小时内阴性、健康码非红
码的本域内货运车辆给予放行，累计
保障货车通行5万余车次。

水头：保生产保运输 为5万余车次打通“堵点”

菜农将自家蔬菜采摘打包好运到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