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兴安 2月 17 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白玉亮
姚红艳）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
时期，在扎赉特旗绰尔工业园区，园区
大门口有工作人员登记着进出人员的
信息。院内人员稀少，偶尔见到的几
个工作人员也是戴着口罩，步履匆
匆。经过两次登记和测体温，记者走
进了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谷语米业生
产车间。生产车间内十分安静，不时
飘来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墙上贴着疫
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时间表”：上午做
好消毒防疫、下午主抓安全生产。

“我们利用一上午时间进行清扫
和消毒工作，对设备进行酒精擦拭。
擦拭完之后，用消毒液对地面进行消
毒，下午正式生产。同时，复工前公司
采购了一次性口罩、鞋套和消毒液
等。公司2月4日开始对车间清扫消
毒，2月5日开始正常生产。”内蒙古谷
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谷语米业经
理葛洪超说，在全力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积极做好复工生产工作，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大米市场的正常供应。

此外，为从源头抓好疫情期间人
员管控，企业雇用6名本地工人进行
封闭式生产，采取人员分散就餐、独立
住宿，上下班检测体温，全身防护装
备，定时紫外线消毒等方式，有效保证
复工生产期间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据了解，谷语现代农业自2月5日
开工生产以来，已生产应急储备粮
300吨。谷语现代农业还将陆续加工
生产商品米，保障大米市场供应充足。

上午做好消毒防疫
下午主抓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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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闻要闻

■上接第1版 对有扶贫小额信贷需
求的贫困户要做到应贷尽贷。适当安排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组织稳定贫困人
口就业岗位。救助帮扶方面。自治区民
政厅会同自治区扶贫办，加强对贫困人
口基本生活情况的监测分析，及时掌握
贫困人口吃饭、穿衣、饮水等基本生活情
况，加强救援物资储备，及时给予救助帮
扶，确保贫困人口疫情期间不愁吃、不愁
穿。严格落实“四不摘”的要求，充分发
挥驻村帮扶、结对帮扶全覆盖的优势，要
求驻村工作队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前
提下全部及时到岗。制定针对贫困群众
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加强对贫困群众
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增强贫困群众
应对疫情和脱贫致富的信心。统筹公益
性岗位。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
攻坚工作的通知》要求，鼓励增设临时公
益性岗位，优先安排有就业意愿的贫困
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开展线上专项就
业服务行动，应用现代化远程等手段加
强贫困人口技能培训。

记者：请问，此次疫情对脱贫攻坚工
作特别是贫困农牧民生产生活会带来什
么影响？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降
低这些影响，在推动各类扶贫车间尽快
开工复工方面，有什么具体安排？

么永波：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和贫
困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主要有
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受阻。部分
企业特别是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家庭服
务业、交通运输业、园林绿化、道路桥梁

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企业复工延
后，导致务工人员延迟返城务工，直接影
响贫困人口外出务工收入。

二是生产发展和产品销售遇到困
难。疫情导致部分农资生产厂家延迟开
工，影响农资产量，后续可能会造成部分
农资紧张，进而影响贫困户春播生产。
同时，受餐饮行业消费减少影响，市场农
畜产品需求量减少，导致个别地区农畜
产品销售受到一定影响。目前全区
2327个贫困户温室大棚生产的120万
公斤蔬菜水果销售困难、贫困户生产的
3.5万吨农畜产品滞销。旅游扶贫受到
影响较大，带贫增收作用减弱。

三是扶贫项目开复工可能延期。
2020年计划实施的扶贫项目已经确定，
正在履行项目审批、评审、采购、招标等
一系列手续，下一步即将进入施工季，如
果疫情防控形势仍不明朗，可能影响部
分项目开工建设。我区扶贫车间多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当前禁止人员聚
集和产品原材料、订单减少等原因，导致
全区 203 个扶贫车间的生产经营和
7417名贫困人口的收入受到影响。

四是驻村入户帮扶开展受影响。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各级扶贫部门和
驻村工作队始终坚持在抗击疫情一线，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
用。疫情防控期间，一般不采取入户排
查和帮扶，暂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开
展工作，对精准帮扶的深入开展产生一
定影响。

为减少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
响，我们采取分类施策指导开展工作。

疫情严重地区，要集中精力优先抓好防
控工作，同时积极转变方式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疫情较轻或无疫情的地区，要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抓紧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驻村工作队要按规定及
时到位，切实发挥作用。为推动扶贫车
间尽快开工复工，自治区从以下方面着
手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全面系统摸排。近日，自治区
扶贫办下发了《关于调查疫情影响扶贫
车间和贫困户农产品销售情况的通知》，
对全区各地扶贫车间情况进行详细摸
排，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推动扶贫车间尽快复产复工。

二是积极做好扶贫车间恢复生产相
关准备工作。指导各地扶贫车间在线上
开展订单申请、原材料订购工作，充分运
用互联网平台，发挥网上就业服务作用，
及时发布就业用工需求信息，鼓励引导
扶贫车间开展网上预招工，确保疫情过
后贫困劳动力能在第一时间及时就业。
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对各自所属区域内
的工人进行非接触、线上教授的方式，对
扶贫车间务工的贫困户进行网上技能培
训，为复工开工做好准备。

三是加快资金拨付和信贷支持。推
动相关补贴资金及早落实到位，帮助扶
贫车间渡过难关。加大对扶贫车间的金
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扶贫车间，给予资金倾斜扶持，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规范村级光伏收益使用，
将收益的80%以上用于设立公益性岗位
和贫困劳动力劳务费。四是转变工作方
式。扶贫系统和驻村干部转变工作方式，

持续跟踪分析疫情发展情况，持续跟踪分
析脱贫攻坚形势，持续克服形式主义减轻
基层负担，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形成
疫情期间“不见面”的帮扶局面。

记者：目前，自治区已经采取了措施
防止疫情对接续推进减贫产生的影响。
请问下一步将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
立稳定脱贫、防止返贫致贫的长效机制？

么永波：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
立稳定脱贫、防止返贫致贫的长效机制
方面，自治区出台了《巩固脱贫成果防止
返贫致贫的指导意见》，重点从三个方面
着手做好相关工作。

一是促进稳定增收，提升脱贫质
量。扎实推进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实现有劳动能力产业扶贫全覆盖。
强化劳务协作、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等措
施，提高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
能力。壮大贫困嘎查村集体经济，支持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开展扶贫资金、资产
清产核资，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持续
发挥效益。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做到
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允许资产收益用
于救助基金，动员组织开展防止返贫致
贫自愿服务。

二是加强返贫致贫监测，适时启动
救助。建立完善全区统一、盟市旗县共
享共用的防止返贫致贫数据平台，做到
对象衔接、信息衔接、政策衔接。及时掌
握返贫致贫情况，并加强动态管理。及
时启动救助，建立救助对象工作台账，采
取有针对性救助措施防止返贫致贫。适
时评估退出，建立一对一联系服务制度，
定期了解救助对象情况，监测救助进

程。返贫致贫因素消失且收入持续稳定
后，按照相关程序评估退出救助范围。

三是强化统筹衔接，巩固脱贫成
果。严格按照“四不摘”要求，对脱贫攻
坚期内已脱贫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相关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加快把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和政策支持转到后续
帮扶上来，完善迁入地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建设，确保搬迁贫困人口稳得住、能
脱贫、可致富。开展扶贫扶志行动，通过
文化扶贫十进村、“乌兰牧骑+”、典型引
路等志智双扶模式，加强思想、文化、道
德、法律和感恩教育，持续提高贫困群众
自我发展能力。建立“防贫保”机制，通
过“政保联办、群体参保、基金管理、阳光
操作”的运作模式，提供防贫托底保障。
用好扶贫小额信贷，搞清贫困群众生产
资料需求，做好扶贫产品的认定，推动贫
困群众发展生产，稳定生产收入，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脱贫的影响。

记者：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如何
充分发挥扶贫干部作用，与嘎查村“两
委”一起带领群众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
安排部署？

么永波：扶贫工作中形成的密切联
系群众以及进村入户开展宣传引导等方
面的工作优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据统计，全区扶贫干部队
伍中70%的人员参与到所在地区疫情防
控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
别是驻旗县工作总队和驻村工作队干部
始终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以扎实的工
作作风和良好的工作成效赢得了基层群

众的一致认可。
2020年2月10日，自治区下发通

知，要求除疫情严重地区外的驻村工作
队即刻进驻嘎查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统筹做好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
工作，疫情防控期间既要服从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统一调度，又要聚焦主责转变工
作方式，尽最大努力推动既定工作目标完
成。另外，要求除疫情高发地区旅行史、
隔离观察等特殊情况外的驻村工作队成
员均要在岗工作，做到身到心到，不擅自
脱岗，与嘎查村干部一起带领群众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2月14
日，对全区驻村工作队到岗情况进行了
全面统计汇总，督促工作落实。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驻旗县工
作总队和驻村工作队干部坚持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原则，利用身处一
线、靠近群众的优势，在以往工作中积累
的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的基础上，运用
微信、短信、电话等多种途径，准确将疫
情防控要求和精准扶贫政策同步宣传到
位，引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
实增强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
坚，两手抓、两不误。广大驻村干部同所
在嘎查村干部一道，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积极行动，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
作用，并在排查疫情的同时，了解贫困户
生产生活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以最快的
速度恢复生产、提振脱贫致富的信心，带
领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
决胜战。

介 绍 统 筹 推 进 疫 情 防 控 和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情 况

“我走的时候，家里孩子没有人
带，公公婆婆从黑龙江省虎林市开
车来到内蒙古包头市帮我带孩子。
来到荆门市后，家里人和朋友很担
心，我想通过你们，把我对所有人的
感谢表达出来！”2月13日，身在京
山市仁和医院的刘丽菲通过微信与
记者取得了联系。

亲爱的家人、朋友：
我是一个不怎么会表达的人，

特别是对亲近的人。来湖北省荆
门京山市仁和医院已经半个多月
了，有太多的感谢想要对你们说。
希望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我的心
情，是你们让身在异乡的我感到安
心。

大年初三，收到出征湖北的命
令 ，6 岁 的 女 儿 是 我 最 放 心 不 下
的。一通电话，你们从黑龙江省虎
林市开着车赶来，整整三天三夜才
来到包头市。非常时期，为了避免
和陌生人接触，你们吃住在车上，
吃了三天的泡面和面包，以最快的
速度到了包头市，解除了我的后顾
之忧。婆婆说：我儿媳妇是医生，
不能给别人找麻烦。谢谢你们，公
公、婆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
支持。

刚知道我要去湖北时，老公在
电话里说：不同意，不同意你去！之
后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可
是，就在那天夜里，你默默地帮我收
拾好了行李。来到湖北后，打开行
李箱，洗漱用品、换洗衣物一应俱
全，还有备用药品。离开时，你说，
既然去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
自己照顾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谢谢你，我的爱人，今生与你携手是
我最大的幸福！

感谢我的战友。来自国药北方
医院的马静、张华、张敏、戴心如、秦

彤、田园、曹晶星和我，我们在共同
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虽然每个
人承担的工作不同，但大家不忘互
相鼓励。我们建起一个微信群，在
群里谈谈工作、说说心情、互相提醒
做好个人防护……感谢你们，我的
战友，在这里，我们风雨同舟、同甘
共苦。

感谢我的同事、朋友。出发至
今收到了很多人的短信、微信，叮嘱
我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对不起，
当时我没有回复你们信息，请原谅
我，因为在刚到这里的日子里，我不
敢看你们的信息，看见了就会不由
自主地流眼泪，但是你们的叮嘱我
都记在了心里。

还有很多想要感谢的人。感谢
我的老师金兰花，她一直鼓励我；感
谢这里接送我上下班的司机师傅，
每天上班时给我竖起大拇指；感谢
内蒙古第四医院的战友，在我每一
次进入病房前帮我仔细检查隔离
衣；感谢我的患者，积极地配合治
疗。

我现在在湖北很好，请你们放
心。相信疫情很快会结束！

刘丽菲
2020年2月13日

后记
2 月 13 日，刘丽菲通过微信把

这封信发给了记者。2 月 14 日，她
给记者微信留言：我一直没跟关心
我的人说谢谢，请一定帮我传达出
来！看得出，她有太多的感谢要说。

在湖北一线的内蒙古医护人员
中有太多的刘丽菲，其实，我们更要
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勇敢前行，哪
来岁月静好？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夏
虹 刘艳 整理报道）

出征荆门，
这个不善表达的包头医生

使了个大招

□本报记者 刘向平

“非常时期，戴口罩，少出门，少
聚集。”

“疫情面前，注意防范，千万不
能有侥幸心理。”

连日来，在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
镇新曙光村毛忽洞村小组疫情防控
检测点上，一位拄着拐杖、戴着口罩和
红袖标的老人，不厌其烦地提醒着每
一位过路的行人。村民们不解地议论
着，“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这么拼？”

“唉？看你说的，我是一名党
员，我不拼叫谁拼？”

他就是 73岁的本村村民仝贵
存老人，有着53年党龄。

前些天，村党支部动员党员积

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仝贵存老人
不顾家人劝阻，第一时间报名加入
村里的疫情防控尖刀班。在他的感
召下，12名党员、志愿者先后报名参
加到防控队伍中。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尽管仝贵
存老人行走不便且有病在身，但他
依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上门摸
排登记、挨家逐户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喷洒消毒液。

“你这把年纪，如此卖命，到底
图个啥？”村民不解地问。

“兑现入党誓言！”仝贵存老人
坚定地回答。

仝贵存：73岁的“尖刀班”成员

抗疫英雄赞

本报呼和浩特2月17日讯（记
者 郑学良 实习生 张利东）近
日，内蒙古东鸽电器集团将30余台
电暖器送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
东街街道各疫情防控点，为首府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助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东鸽电器集
团凝神聚力、发挥优势，第一时间投
入疫情防控阻击战，集团及所属企
业已先后6次向呼和浩特市、鄂尔多
斯市、乌兰察布市疫情防控一线捐
赠了价值 50余万元的各类生活电
器和急需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民
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东鸽电器是自治区中西部地区
领先的家用电器综合服务企业。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们严格落
实停工停业要求，认真做好自我防
护。面对无门店开张、无营业收入、
成本压力持续积累的困难局面，集团
董事会强化决策引领，党支部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始终将积极防疫、
支援一线的工作摆在首位。第一时
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响应落实各
级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集团
组织优势和渠道优势，坚持“急需的
多方筹措，库存的一台不留”，千方百
计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集团还第一时间发动中层以上
干部和党员40余人组成“东鸽人”
志愿服务队，参加所在街道、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

将生活电器和急需物资
送至抗疫一线

紧锣密鼓生产之中紧锣密鼓生产之中。。

技术人员在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深入社区开展爱心捐赠深入社区开展爱心捐赠。。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不要出门了，一定要出门必须
戴好口罩，回家一定要好好洗手。”在
正蓝旗上都镇线务段家属楼小区的
大门口，一名胸口佩着党徽、左臂戴
着红袖章的老人不厌其烦地向人们
重复着这一句话。这位老人就是有
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高胜富。

2月16日，雪后的上都镇街道显
得格外清冷，而线务段家属楼小区门
口的蒙古包里却透着温暖，高胜富老
人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驻守在这里。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面对疫情，他坚持退休不退岗，
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主动挑担子，协助包联单位担任线

务段家属楼小区的疫情防控值班值守
工作。

他每天都要在这里向小区居民
讲解疫情防护措施及相关政策，同样
的话每天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几十
遍。尽管70岁了，但高胜富老人工作
劲头和敬业精神丝毫不输年轻人。
他每天早晨8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联防
联控执勤点，一直守到中午12点，下
午2点又准时出现在岗位上。

小区的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他们说，人家70岁老党员给我们
守着门，再不听话就太过意不去了。
能够得到居民的认可和尊重，高胜富
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一名党员一面旗。高胜富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情
怀。

高胜富：70岁的“战疫”志愿者

本报2月17日讯 （记者 刘志
贤）在自治区教育厅启动新冠肺炎疫
情心理援助后，连日来，我区各高校陆
续开通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
务，通过多种形式为广大师生提供切
实有效的心理服务。

据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启动面
向全区开展抗击新冠肺炎心理咨询和
疏导的援助服务。内蒙古医科大学通
过医大APP提供线上心理辅导，学生
可添加当日在线值班咨询师进行线上

咨询，也可通过QQ群预约进行电话
心理辅导。内蒙古大学学生可通过学
校心理咨询中心QQ号预约咨询，心
理咨询师在约定时间内与咨询学生进
行语音联络，每次服务时间约为30分
钟。内蒙古财经大学学生可以通过

“心灵方舟——内财大心理中心”公众
号等进行网上心理咨询预约。呼和浩
特职业学院通过“呼职心灵家园”微信
公众号，为师生普及心理专业知识，同
时也提供心理辅导预约服务。

我区各高校陆续开通
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