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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安庆小龙人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雪花酥、方块形奶糖、圆柱
形奶糖、牛轧糖等 12条生产线全速
运转，一片片雪花酥、一块块奶糖在
工人操作下，变成了一个个成品。仓
库内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在仔细检查包
装的产品发送给客户。

“我们的小龙人系列产品已接到
很多国内订单，目前公司正在生产湖
北良品铺子食品公司雪花酥订单
8000 件 ， 3 月 份 还 要 生 产 20000
件。”安庆小龙人食品有限公司行政
部经理陈文宣说，良品铺子是武汉市
重要民生保障企业，从2月10日复工
以来，公司在包保责任人协助下，一
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正在全力赶
制客户订单。

安庆小龙人食品有限公司是宜秀
经济开发区最早复工的企业之一，为
帮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该经开区按
照“一企一策”“一企一人”包保责
任人的形式，帮助企业建立疫情防控
体系，全力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包保责任人就像是企业的专属

‘管家’，在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将政府部门最新的优惠政策传
达到企业，帮助企业沟通协调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问题。”安庆市宜秀经济
开发区经发局局长丁群说。

“在包保责任人的协调帮助下，
包保人何学武积极与人社部门对
接，发送用工信息，解决企业用工
问题 ，并向上申报信贷资金 500
万，复工以来，公司满负荷生产，
已有数批订单发往湖北、江苏、上
海等地。目前公司正在抓紧生产，
赶制客户需求的几万件订单。”陈
文宣高兴地说。

同样高兴的还有安庆市鑫峰电气
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经理杨晓辉，该公
司在年前获 1300万元的高低压配电
柜设备订单，根据合同规定，年后交
货。原定于2月1日开工，由于下游
配套电容产品不能及时到货，加之复
工之初疫情防控物资紧缺致使该企业
产能恢复较慢。

“多亏了宜秀经济开发区的全程
服务，尤其‘包保责任人’特事特

办，使公司快速复产，解决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杨晓辉说：“听到机器声
一响，心里特别踏实。”

杨晓辉告诉记者，此次公司的快
速复产，不仅将实现客户订单的如期
交付，还赢得了国内订单的大幅回
流，预计公司今年的订单将好于往
年。接下来，我们要开足马力，抓紧
时间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企业复工复产面临防护用品短
缺问题，开发区通过统一调配、提
供采购渠道等方式，陆续帮一批企
业筹集到一定数量的防疫物资，目
前已援助企业口罩 23000 多个，红
外线测试仪 32支，消毒液 400多公
斤。”丁群告诉记者，在企业复工
准备工作及申报过程中，管委会为
每家企业安排了 1 名包保责任人，
进行网格化管理。包保人下沉企
业，对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
应急处置方案进行指导。

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医疗敷料和护理化妆用品等医
疗公司，产品 70%用于国内，30%

用于出口，年产值 3 亿余元。疫情
发生后，嘉欣医疗流动资金出现较
大缺口。“多亏经开区与银企对
接，帮忙申报5000万信贷资金，解
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该公司董
事长汪秀春说。

汪秀春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得益
于有关部门靠前服务、因企施策，企
业包报人帮助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应急处置方案，还帮助企业协调
防护物资，企业才会有序复工复产。

截至2月25日，宜秀经济开发区
内2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复
工，复工率 100%，并帮助嘉欣医
疗、瑞钼特等11家企业，申请1.96亿
元资金。接下来该区对所有企业再次
摸底，掌握资金需求信息，并于近期
在政银企对接会上继续帮助企业争取
贷款。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
急。在推动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我们将继续优化服务，稳步推动
企业增产、达产。”丁群说。

记者 方文

企业开工有了专属“管家”
——宜秀经济开发区复工见闻

本报讯 2 月 26 日，安庆经开
区管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开
展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爱心
捐款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截至当日 17 时，活动收
到微信捐款 28822 元，支付宝捐款
5000元，合计33822元。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此
次 经 开 区 管 委 会 发 出 爱 心 捐 款
倡 议 书 ， 号 召 党 员 干 部 职 工
积 极 捐 款 ， 是 为 了 给 奋 战 在
疫 情 防 控 一 线 的 人 员 奉 献 自 己
的 爱 心 。 此 次 爱 心 捐 款 活 动 得
到 了 安 庆 经 开 区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职 工 积 极 响 应 。 活 动 中 ， 经 开
区 管 委 会 班 子 成 员 带 头 捐 款 ，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职 工 主 动 慷 慨 解
囊 ， 分 别 通 过 现 场 、 网 上 、 银
行 等 多 种 方 式 积 极 参 与 、 踊 跃
捐 款 ， 助 力 全 市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参 加 捐 款 的 同 志 纷 纷 表
示 ， 当 前 疫 情 防 控 已 经 进 入 关
键 时 期 ， 经 开 区 人 与 全 市 人 民
一 道 ， 构 筑 起 爱 心 防 护 墙 ， 积
极 参 与 、 支 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共 同 打 赢 防 疫 攻
坚战。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胡忠）

经开区：
组织爱心捐款 助力疫情防控

“她穿上了全副武装﹨告别亲人
奔向战场﹨在最需要的地方﹨勇敢担
当在生死线上……”两天写成词，两
天谱成曲，反复三次录制完成成品。
2月17日，宿松籍知名导演陈江创作
的抗疫公益歌曲《我们在一起》MV
全网发布，优美动听的旋律，朴实真
挚的歌词，直抵人心。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
民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助力武汉，加油
中国，数万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不顾危险的与病毒做
斗争，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在老家
宿松县凉亭镇过春节的陈江，他觉得
自己身为一名导演、音乐创作人，有责
任和义务去为抗疫做些什么，遂萌生
为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创作歌

曲并制成MV的想法，通过感人的镜头
结合动听的音乐向白衣天使们致敬。

“我看不清她的脸膛﹨露出那疲
惫的眼眶﹨在最危险的地方﹨无所畏
惧为生命护航……”《我们在一起》
的歌词中饱含了对投身抗疫一线医务
人员的崇高敬意，道出了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的信念，也传递着人间的真
情大爱。谈起创作《我们在一起》的
目的，从事文艺工作近 20 年陈江
说：“我想通过创作这部作品，为战
斗在防疫最前沿的医务人员们鼓劲加
油！为坚决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全国各
族人民鼓劲加油！”。

“太不容易了！”谈起《我们在一
起》MV的制作过程，陈江透露，“为
创作这首作品，我连续几日几夜没睡

一个囫囵觉，创作过程太煎熬，把每
一句词、每一个旋律敲定下来，再录
制出来，做成 MV，这是一套大工
程。由于老家条件有限，没有任何专
业设备，制作过程十分艰难，词作好
后他邀约了同样回老家过春节的宿松
籍音乐人彭博、陈卿，还有宿松黄梅
戏剧团演员何世平，一起参与演唱这
首公益歌曲。”

陈江说，编曲也是件最麻烦的
事，一开始，他找了全国多个编曲老
师，都受疫情防控工作限制，无法
出门，而家里又无设备；但他没放
弃，继续向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打电
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在浙
江找到了一位编曲的朋友，在他再
三请求下，朋友终于答应每天冒着风

险赶往工作室工作几小时，花了几天
时间才完成了编曲；编曲制作好后，
录音室又成了问题，整个宿松无一家
专业的录音棚，在疫情形势严峻下，
他又无法赶往省城合肥录音；困扰多
天后，他只得多次从凉亭赶往宿松县
城寻找录音的地方，后通过朋友介
绍，终于找到了一套简单的录音设备
顺利完成录音。

陈江表示，他非常感谢为这首公
益歌曲付出的每一位家乡朋友们，是
他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够将这首MV呈
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他希望通过这个
作品，表达对战斗在“疫”线的广大工
作者的敬意，同时为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疫”注入音乐人的艺术情怀。

通讯员 孙春旺

《我们在一起》为抗疫鼓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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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怀宁县三桥镇金闸村
程秀养殖基地负责人程飞在精心饲
养蛋鸭。该养殖场养殖蛋鸭 8000
只，年产鸭蛋可达160万个。疫情防
控期间，为最大程度降低因交通封
闭造成的鸭蛋滞销问题，金闸村利
用电商服务平台，帮助蛋鸭养殖基
地销售鸭蛋约1万斤，畅通了鸭蛋销
售渠道。

通讯员 檀志扬 胡雅倩 摄

养殖销售
忙起来

本报讯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望江县高士镇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坚持稳抓脱贫攻坚不放松,积极
谋划和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切实保障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不误。

抓防疫，做好“宣传员”

“钱叔，你们出门要注意戴好口
罩，勤洗手，不聚餐，不要到人多
的地方，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新坝村贫困户在疫情期间都能接到
来自帮扶人电话、微信或者 QQ 的
疫情防控宣传。

疫情发生后，高士镇安排帮扶人
员和贫困户通过电话、微信、QQ等
线上方式为他们讲解口罩的正确戴
法，宣传防疫知识、防疫措施、科普
知识等，做好情绪疏导，提醒他们一

定居家减少外出，加强自我防护。同
时，该镇要求各村各帮扶部门严格落
实责任，随时关注贫困户特殊时期的
生活物资储备情况，并协助包片村干
与贫困户共同谋划，制定2020年度帮
扶计划，规划申请各项奖补项目等。

抓就业，做好“联络员”

工资性收入是高士镇大部分贫
困户收入的大头，受疫情影响，外
出务工返乡人员绝大多数都选择暂
时不外出。针对这一实际，高士镇
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依托村防疫网
格摸清底子，有针对性开展贫困劳
动力就业服务。

疫情期间务工贫困人员暂时不外
出，鼓励贫困劳动力加入防疫队伍，
利用各村防疫劝返点、巡逻队等临时

性岗位工，补贴工资收入。对于必须
要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帮助其对接好
用工单位，做好流动人口登记备案，
并叮嘱其做好防疫防护措施，确保疫
情结束后都能顺利务工，增加工资性
收入。

抓产业，做好“指导员”

高士镇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统筹协调做好群众春耕备耕
工作。对于有产业发展的贫困户，疫
情缓解时期动员贫困户该下地干活就
下地干活，杜绝扎堆聚集，相互流
窜，确保其做好个人防护，专注春耕
生产，实现增收。

该镇两产业扶贫项目均为小水果
种植产业，当前正值清理园区、除
草、松土的重要时期，为确保企业如

期复工复产，保障贫困户收益不受影
响。高士镇招商、农业等部门第一时
间联系企业负责人，了解企业生产情
况、复产困难，并积极协调农技部门
帮助指导。鼓励有条件的村级扶贫车
间做好防疫措施，尽快复工、复产。

抓保障，做好“服务员”

高士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有序安排落实贫困户“三保障”工
作。利用疫情防控宣传的契机，网格
员上门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重要性，动员未缴纳的贫困户及时缴
纳保险；动员危房改造户尽快开工；
督促村医及包片干部做好家庭医生签
约的跟踪服务，动员危房改造户尽快
开工。

（记者 方文 通讯员 何应松）

疫情防控下 “四抓”助脱贫

本报讯 为确保重点人员清仓
见底，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发现、上
报并处理。望江县凉泉乡在全乡已
建立 341 基层网格的基础上，对辖
区内难以完全封闭管理的商家和住
户实行“联防长”制，按照“网格
化管理、小单元作战”要求，保证
疫情防控和摸排工作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

凉泉乡现有凉泉街、泊湖街、
团山街等3个重要集镇，各个集镇沿
街商铺林立，大部分商家和住户来
自外村，甚至外地，人员结构复杂，
居住相对分散，难以实现封闭式管
理。因此，集镇一直是该乡疫情防
控管理的重点，也是难点。“这之前，
村里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
摸排集镇沿街商铺和住户情况，有
些商户不认识工作人员，对我们的
工作不是很配合。现在好了，由联
防长摸底集镇商户的基本情况，他
们之间相互都熟悉，工作开展起来
也比较顺畅，效率大大提高了，也
给村里减轻了不少工作量。”团山
村村委会主任徐劲松说道。

网格长刘宏旺介绍道：“凉泉
集镇上各类商户和分散住户有 235
户，为便于对这些分散住户的管
理，我们按照住户地理位置分布情
况，将每 30-50 户划分为一个联防
组，组内设置一名联防长，联防长
主要负责对本组的巡查、五类人员
摸底、制止违反“八个不”的行为
等工作。”

“看到村两委在集镇街上顶风
冒雨挨家挨户摸底登记，有时还会
被人给脸色，感觉他们很辛苦。作
为党员、同时也是集镇商户中的一
员，我有义务站出来为村里、为集
镇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联防长
龙海应说道。

据悉，目前凉泉乡在 3 个主要
集镇共设置了 12 名联防长，3 名
网格长。联防长利用 2 天时间已
将全乡 490 户分散住户家庭情况
全部摸底排查了一遍，并及时搭
建起“联防长—网格长—村党组
织—乡党委”四级联防联控的动态
管理机制。
（通讯员 郝学祥 记者 汪秀兵）

望江：
网格员加联防长 织密疫情防控网

本 报 讯 当前，正处疫情防
控的最关键时期，怀宁县雷埠乡
持续推进，跟踪到位，抓好抓实
抓牢“五个清仓见底”，确保疫情
防控“不留一颗种子”。

成立专班，明确责任。根据
县 疫 情 防 控 应 急 指 挥 部 要 求 ，
雷 埠 乡 第 一 时 间 制 定 工 作 方
案 ， 明 确 工 作 目 标 、 分 工 和 要
求 ， 组 织 党 员 、 网 格 员 、 医 务
人员、志愿者等 132 人成立 42 个
工 作 专 班 ， 按 照 属 地 管 理 的 原
则 ， 坚 持 驻 点 乡 干 、 村 干 、 工
作 专 班 三 重 包 保 责 任 制 、 包 保
责 任 人 签 字 确 认 制 ， 真 正 压 紧
压实各级包保责任。

精准摸排，建立台账。按照
“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
人”的原则，以地毯式、网格化
的方式、严格、动态的数据管理
实现精准摸排，做到“宁可十防
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坚持线上
线下相结合，多方联动，在入户
排查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三大运
营 商 、 交 通 卡 点 、 发 热 门 诊 登
记、药店购买相关药物登记等大
数据进行信息比对与轨迹追踪，
对摸排出的“五类人员”登记在

册，建立台账，确保人账相符、
信息详实、准确无误。

分类施策，联防管控。针对
具体问题制定相应措施，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对摸排出的密切接
触者、发热病人、居家隔离观察
人员优先分批送检核酸，对居家
隔离人员、“三返”人员严格落实

“九个一”措施，对需要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的重点人员严格按规程
落实相关要求。坚持联防联控制
度，在乡、村、组三级包保责任
人与卫生院联防管控的基础上，
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完善举报制
度，确保疫情防控“不留一颗种
子 ”， 切 实 做 到 “五类人员清仓
见底”。

跟踪到位，强化监督。同步
开 展 “ 回 头 看 ” 工 作 ， 实 时 跟
踪，确保信息无偏差、无遗漏。
同时，乡纪委聚焦“五个清仓见
底”工作，成立监督小组，对排
查情况开展督查，一经发现存在
漏报、错报、瞒报等情况，严格
实行倒查问责制，确保责任落实
到位、工作推进到位、信息精准
到位。

（通讯员 檀志扬 叶芳园）

怀宁：
确保疫情防控“不留一颗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