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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邵东市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筑牢“红色”防疫墙，同时，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内外兼“固”织牢基层疫情防控的“天
罗地网”。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邵东积极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派出“1名公职人员+2名医护
人员”组成的防控服务队，定点帮助企业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截至 2 月 24 日，该市已有近
300家规模企业复工复产。

党员带头，筑牢“红色防疫墙”

危难时刻，党员干部总是冲锋在前。邵东
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红色防疫墙”，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该市两市塘街道港南社区，4 个党员
突击队手持小喇叭进小区、进楼栋、进村组宣

讲疫情防控知识，并为有“两史”(疫情重点区
域旅游史和疫情重点区域人员接触史)的人
员测量体温等。

目前，该市579个村（社区）6313名党员
组成649个党员突击队，负责宣传普及疫情
防控知识，协助村（社区）做好疫情信息的收
集报告、人员隔离、秩序维护及重点场所消毒
等工作。与此同时，邵东在全市抽调30名医
生成立医疗监测流动服务队，分成10个小分
队为居家隔离的“两史”人员上门提供健康服
务。此外，在街道社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成立
出租车党员志愿者小分队，团市委和市城管
局招募了166名居家隔离监测志愿者入社区
结对帮扶，战斗在防疫一线。

全面排查，织密“联防联控网”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重在一抓到底。邵东
市积极推进网格化管理，织密联防联控网。

拉好“外网”。该市在火车站、汽车西站、
高速出口、国省道邵东入口等重要交通站点
设置监测点10个，每个点配备足够的医护人
员、公安干警等，实行24小时值守，测量外来
人员体温，严防输入性风险。

筑牢“内网”。该市以村（社区）为网格，充
分利用大数据手段，通过动员群众主动报告
和进村入户进行地毯式排查，及时了解常住
人口、外来人口和返乡人员健康状况。在前期
摸排的基础上，该市全面开展“回头看”，精准
摸排“两史”人员。对摸排出的所有“两史”人
员实行挂图作战、分类处置。没有发热、咳嗽
等不适症状的，居家隔离14天，每天进行两
次体温检测；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的，
安排120急救车接到定点医院，实施住院隔
离医学观察。对全市所有密切接触者每人安
排一名村（社区）干部、一名公卫（乡村）医生、
一名乡镇干部进行规范管理，实行“一人一方
案一专班”。

邵东还加强督导问责，对在防控工作思
想上不重视、措施上未落实的乡镇党委、政
府和村（社区）给予通报批评，对1名疫情防
控工作严重失职失责的乡镇党委书记予以
免职。

邵东：内外兼“固”织牢“防疫网”
通讯员 刘昭云 魏志刚

绥宁县在全力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
时，全力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全心保障用工，
吹响复工“集结号”；真心解决难题，回应企业

“应急哨”；尽心创造条件，齐鸣发展“协奏
曲”，收到明显成效。截至2月19日，该县园区
复工复产企业已达58家，复工复产率达88%。

全心保障用工，吹响复工“集结号”

2月5日，绥宁县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春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正式吹响企
业复工复产“集结号”。此后，该县采取有力措
施，全力组织督促企业复工复产。

开展“县级干部包企服务月”活动。自 2
月初开始，该县每个规模企业按照“三个一”
派驻援企工作组，即一名县级领导带队、一名
科局长包企、一支驻企防疫联络员队伍，分头
到联系企业现场办公，重点就员工招聘等要
素保障积极协调，与企业共商制订“一企一
策”，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目前，已开展包
企服务3轮，下企业389场次，帮助企业解决
复工复产难题76个。

开展“疫情防控企业行”集中采访活动。
组织县内新闻媒体对拟复工企业疫情防控
措施全流程展示，企业负责人现场承诺，园
区负责人当场“背书”，全媒体推进，打消群
众顾虑。

开展“送岗位、送人员、送政策”活动。该
县人社局提前入企业摸底，弄清人力资源需
求，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各乡镇依托劳务经纪
人，以村为单位组织“招工小分队”入户宣传
发动，实现企业和求职对象岗位信息精准对
接。按照“乡镇初筛、平台匹配、企业精选”原

则，对应聘者进行分门别类，由各乡镇分企业
分批次送人员直接到企业开展现场面试，确
保人岗相适。同时，出台奖励补贴政策，对介
绍劳动力成功就业的给予推荐人 100 元/人
的奖励，对稳岗6个月以上的发放推荐人300
元/人的就业服务补贴，疫情期间按照企业新
招人数并稳岗 1 个月以上的给予企业 2000
元/人的补贴。因产业链影响不能立即开工
的，企业与应聘人员签订预招工协议，正式上
岗3个月内，加发1500元待岗培训工资。截至
2 月 19 日，该县复工企业复工人员达 4542
人，人员返岗率42%；各县域企业共提供急需
岗位2252个，各级各部门为企业推荐有就业
意向的劳动力2568人，通过企业面试达成初
步就业协议1140人。

真心解决难题，回应企业“应急哨”

该县根据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主要困
难，“一对一”回应。

积极解决“融资难”问题。县政府设立
1000万元纾困特殊基金，政府、企业、银行三
方联动，贷款使用和资金回笼封闭运行，为企
业提供一年期免抵押过渡性贷款，已为企业
融资1910万元。

高效解决“转产难”问题。位于绥宁县城
的绿洲惠康有限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县委书记先后五次到该公司现场办公，积
极协调该公司新上医用防护物资生产线，协
调解决660万元贷款，并帮助协调解决生产
设备、厂区布局、原材料采购等难题。该企业
2月底防护服可投产，日产量可达6000件以
上；3月初4条口罩生产线可投产，日产量将

达25万个。
积极解决“防护难”问题。该县共为园区

企业调配防控物资5批次，为企业免费配送
酒精122瓶、电子测温仪40支、手套602双、
一次性口罩 33920 个、KN95 口罩 688 个、消
毒水3965公斤，确保企业开工和正常运行具
备疫情防控必备条件。同时，鼓励企业自行采
购一次性防护口罩，对复工复产的工业企业
按每人每天2元的标准给予口罩补贴。

尽心创造条件，齐鸣发展“协奏曲”

给予政策支持。2月10日，该县下发了《绥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的九项措
施>的通知》，明确了包企服务、物资保障、援
企稳岗、减免租金、减免税费、延期缴保、金融
支持、运力保障、生活保障等九项措施。

开通临时公交。由园区统筹，组织承运企
业开通包车班线，根据企业作息安排，随时满
足员工上下班需要。

改善食宿条件。园区引进社会化团队，开
展社会化供餐服务，按照分班分餐要求，按人
头统一打包供应配餐。筹建园区企业员工生
活服务配套设施，完善集体宿舍、健身、娱乐
设施。

与此同时，该县用心落实复工企业防控
服务，严“排查”、勤“防护”、重“联防”，常响疫
情“警示钟”，伴随着“两手硬”“两战赢”的阵
阵鼓点，持续奏响复工复产“最强音”。

吹响“集结号” 回应“应急哨” 齐鸣“协奏曲”

绥宁：“三部曲”奏响复工“最强音”
通讯员 李 斌 苏 园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刘令） 2月24日7时15分，家住城步苗
族自治县县城的王昌红戴好口罩，乘坐
中巴赶往茅坪工业园区上班。恢复县城
至茅坪工业园区中巴、方便员工上下班
是该县力促园区企业复工复产的得力措
施。为切实抓好疫情防控期间园区企业
的复工复产工作，该县采取“五个到位”
举措，推进企业恢复生产、安全生产。

物资配备到位。该县从不同渠道采
购防疫物资，现已向企业发放口罩近
6000个、额温枪20支、消毒水2000公斤，
各企业积极准备防疫物资，设置专门的
临时隔离场所，满足复工复产需要。

帮扶联络到位。该县政府办、发改
局、卫健局等部门联合成立园区企业复
工复产帮扶工作组，抽调28名副科级以
上干部、28名干部职工作为企业复工复
产联络员，设法帮助解决企业在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融资、原材料紧缺、用工等困
难和问题。

防控机制到位。该县园区各企业建
立疫情防控管理机构，明确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及部门车间负责人的工作职
责，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和工作措施。

员工排查到位。复工复产前，园区各
企业对每位员工的籍贯和前 14 天的去
向进行排查，完善和落实企业内部医学观察、自行隔
离等措施。

企业管理到位。园区各企业实行封闭管理，每天
做好车间、食堂等场地的保洁、通风、消毒等工作，推
行食堂分餐制，员工统一佩戴口罩上班，每天接受2
次体温检测并登记在册。对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的
员工，第一时间送县人民医院诊治。

目前，城步工业园区已有25家企业复工复产，
其中规模工业企业16家，复工复产率分别达89%、
94%，企业员工返岗率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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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今年春节假期延长了，但我又闲不下来，最希望能
早点上班。现在开工了，我很高兴！”2月17日，新邵
县永太科技公司的“扶贫车间”内机器轰鸣，45岁的
周应得有条不紊地忙着手里的活。

永太科技公司拥有员工130人，主要生产计算
机连接线及电子产品，于2月16日复工复产。为切
实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该企业制定了严
格的疫情防控方案，采取“梯型模式”复工复产，让员
工分批上班、逐渐加员，最后实现满员生产。

除了城区的“扶贫车间”，乡镇“扶贫车间”也迎
来了复工复产的热潮。坪上镇的小河村春意浓浓，
首批高山黑木耳迎来丰收。村民们在村里“扶贫车
间”紧张作业，对新鲜的高山黑木耳进行采摘及深加
工处理。

复工前，国网湖南电力驻村帮扶工作队为“扶贫
车间”提供了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液以及酒精等
防疫必需品。车间管理人员对村民14天内往来史、
接触史进行严密排查，对车间内定时消毒，严格按照
佩戴口罩、消毒处理、登记在册、体温监控等要求，一
手抓生产，一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新邵县拥有“扶贫车间”68家，已经复工
复产32家。在保证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各“扶
贫车间”按照“分批有序”的要求，采取“梯型模式”复
工复产，切实保证各项生产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新邵：“扶贫车间”复工忙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关杨博）
2月17日8时许，武冈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来到
该市荆竹镇三元桥村发放春耕备耕农资，指导帮助
当地农户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春耕备耕生产。当前
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也是春耕、备耕生产的重
要时期，武冈市主动作为，多策并施，确保疫情期间
农业生产不断档、农事不耽误。

双线指导，保障生产。该市结合疫情防控工作，
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方式，采取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及
网络远程指导两种方式指导农户生产。一方面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边宣传防疫知识，边指导农
户抢抓节令开展田间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微信、电话
解答农民群众关于春耕作物种植的相关疑问。

双管齐下，保障资金。该市积极争取蔬菜生产应
急保供资金，对蔬菜生产企业因应急保供工作额外
增加的费用以及造成的相关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助；
紧盯蔬菜市场走势，按照市场需求量，及时组织货
源，协调调运，畅通鲜活农产品销售“绿色通道”。

加强监管，保障质量。该市严把质量安全关，
积极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的农
产品生产基地和农资门店销售的产品进行全覆盖
抽检；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深入农村普及农资识假
辨假常识，引导农民正确购买农资产品。目前，武
冈市化肥、农药供应充足，保障了春耕备耕期间农
资的供应。

战“疫”胶着，春耕备耕怎么搞？

武冈市多策并施——

确保疫期农业生产不断档

●复工复产 复业复市

2 月 23 日，新宁县

崀山镇茶亭村油菜花田

间，养蜂专业户冯登银

(右)与妻子正在放蜂采

蜜。时下遍地油菜花开，

是放蜂采蜜的大好时

节，蜂农一边做好疫情

防控，一边抓紧放蜂力

争不减产。

通讯员 郑国华

兰建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