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个春节刻骨
铭心。

疫情就是命令。攸县渌田镇迅速启动一级应
急响应，200 多名党员干部取消春节休假，第一时
间奔赴抗疫一线，带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义无反
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渌田镇位于三市四县交界处，情况复杂，疫情
防控难度大。40 多个日日夜夜，该镇广大党员干
部迎难而上，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积
极宣传引导、摸排登记、消毒防疫、帮助复工复产，
一直冲在第一线，为人民群众筑牢了一条健康安
全防线。

织密防疫网，严防死守不松劲
渌田镇地处攸县西南边陲，与茶陵县、衡阳市

衡东县、郴州市安仁县及本县的菜花坪镇等 7 乡
镇交界处，路口多、人流量大，人员密集，是攸县的

“南大门”，加上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近，村民们来往
密切，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防控难度更大、工
作量更重、任务更艰巨。如何守好攸县的“南大
门”，成为该镇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该镇连接
外面的路口近 20个，点多面广，情况复杂，如何做
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该镇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画出作战图，制定工作方案，启动一
级应急响应，一系列工作随即在全镇上下展开。

1月 25日一早，该镇出动宣传车，到组到户广
泛宣传防疫政策和知识；安排专人在群新等村往
衡东县方向、五丰等村往安仁方向、福田等村往茶
陵方向的 18个高速、省道、县道、村道路口和火车

南站设立检测点，组织交警和镇、村干部不分昼夜
对进出人员核实身份、检测体温，一旦发现发热等
症状人员，及时采取措施，严防病毒输入。到目前，
他们日均检查车辆 1100 台、检查人员 2200 人次、
劝返车辆 63 辆。组织人员对人流密集处、市场等
场所每天进行消毒，确保达到卫生标准。

该镇通过各种渠道采购了 53600 只口罩、21
把体温枪、8190 公斤消毒液，投入抗疫。在保障防
控物资充足的情况下，该镇还为攸县联系了 10吨
低价 84 消毒液。发动该镇在外经商人员捐款捐
物，缓解全县防控物资紧缺压力。

各村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通过村干部结对
组长、组长结对党员、党员结对农户的方式，把
全镇 73 名村干部、 262 名组长、 1217 名党员、
13416 户村民全部织进防疫管理网。村支两委通
过村级微信群、朋友圈以及大小喇叭、宣传横幅
等形式，宣传防疫知识，让村民们及时掌握动
态，消除恐慌情绪。各村组织 20 至 30 名志愿者
成立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深入各村 （社区） 发
放宣传资料和进行防疫知识宣传，共悬挂宣传横
幅 156 幅、发放 《致全镇人民的一封信》 36000
余份、公告 1100份。

组织各村（社区）人员无盲区、无遗漏对武汉
返乡人员开展地毯式摸排。截至目前，共排查重点
人群 356 人，其中从湖北武汉重点疫区返乡人员
125人，非重点疫区返乡人员 231人，一人一档，建
立管理台账。落实“五个一”防护措施和责任人“四
包一”盯防措施，对摸排到的人员进行居家隔离、
监管随访，镇卫生院派出工作队对在册人员进行

动态跟踪。
1月 28日，在上级未作出休市决定之前，镇党

委、政府根据该镇跨地区人员流动频繁的特殊性，
率先对渌田、大洲两家农贸市暂时休市。2 月中
旬，还组织购买了 600多份中药预防用方药剂，为
居家观察人员免费派发。

群力村刘某计划 1 月 28 日给儿子举办婚礼，
双方都给亲友发了请帖。1月 22日，镇政府工作人
员获悉后，多次上门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终于使刘某改变主意。截至目前，该镇劝停各类酒
宴 290 场，丧葬简办 12 场，织密了疫情防护网。截
至目前，在确诊 2例疫区返乡人员情况下，该镇未
发生一起扩散病例。

抗疫必有我，危难之中显担当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前，渌田镇党员干部牺牲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纷纷请战、带头冲锋在前，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一批批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体现
了无私奉献的本色。1月 25日以来，镇党委、人大、
政府主要负责人带头在一线日夜值班，带领各级
党员干部们连续战“疫”，每天连轴转，至今没休息
过一天。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应该挺身而出，处处显忠
诚担当。”渌田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刘冬林说。疫
情发生后，他带领工作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对
湖北返乡、有武汉旅居史的居民摸底排查，共跟踪
随访 189人。他迎着凛冽寒风，与大家一起轮流值

守在衡炎高速攸县站出口、攸县和安仁的交界两
处，排查进入车辆，给司乘人员测体温。

渌田派出所副所长肖卜榕不顾寒冷，每天在
衡炎高速攸县出口处值守，检查车辆，测量体温。1
月 26 日，见值班人员不足，他主动找到领导说：

“我是党员，我来值通宵班。”一值就是好几天；临
聘到镇政府担任民政专干的共产党员、退伍军人
刘雨兵，放弃春节休假，投身抗疫。他主动要求到
路口排查，至今没歇过气，连除夕夜都是在值守点
上度过的。

“大姐，你家的油和米到了。”“刘嫂子，这是你
家的白菜，还有两斤肉。”……近日，该镇存养村村
主任周水清开着私家车，将代购的米菜油盐等生
活用品，按照村民名单逐一发放到家。

疫情期间，由于交通管制、市场休市等原因，
部分村民家中陆续出现生产生活物资短缺。该镇
创新服务，在每个村（社区）设立了 2个以上蔬菜、
肉类供应点，保障了生活物资供应。组织党员干部
成立“为民代购队”，分头为村民们采购生活物资。
到目前，该镇党员干部共为村民们代购大米、食用
油、药品等生活物资 3000余件。

坚持“两手抓”，防疫复产两不误
近日，渌田镇新江村的花木、五丰村的烟草、

大联村的迷迭香等种植基地，村民们戴着口罩忙
着修枝、放行、清杂、施肥，处处呈现出忙碌的生产
景象。

眼下，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该镇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做好种子、化

肥、农机等农资商品供应，并以促生产、送物资、送
信息等形式，为春耕生产提供指导和服务。组织农
技人员利用村级微信群方式，给村民们普及春耕
春播知识，指导田间管理。村民们在农业生产中遇
到问题，通过发送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线上提
问；如有特殊需求，村民们网上预约，农技人员现
场指导。疫情发生以来，该镇共帮助村民远程解决
问题 75个，通过预约实地解决问题 12个。

该镇共有企业 8家，其中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
企业 5家，还有工商户 60家、超市 30家等。如何帮
助企业商家复工复市？该镇组织人员一边走访摸
排其复工复产计划，梳理出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一边主动联系防疫物资生产厂家，帮助他们采购
防疫物资，指导建立防疫管理制度，如企业、门店
门口逢人必检测，一日一消毒、一日一报告等，使
得他们顺利通过管理部门审核。对抗疫物资缺乏
的企业，该镇安排人员送去一批消毒液、口罩等物
资，还为已复工复产企业免费提供预防性中药
100多副。

不久前，该镇负责人走访企业时，发现新塘环
保砖厂部分生产线没复产。原来，该厂大部分技术
骨干均为贵州人，因疫情赶不过来。企业虽在政府
帮助下新招了一批本地员工，但技术骨干“缺席”，
产能仍难完全恢复。该镇负责人非常重视，马上与
这些技术骨干联系，在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后，多
次请求其所在地政府为这些人员办理外出复工手
续，使得该企业很快全面恢复产能。如今，该镇 8
家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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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渌””力同心力同心，，把好攸州把好攸州““南大门南大门””
——攸县渌田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

黎世伟 李立平 李肖

镇干部到企业排忧解难 交警和镇、村干部在交通路口值守防控 “为民代购队”为群众代购物资 志愿服务队员深入村组宣传防疫知识

主动沟通，当好企业“协调联络员”
“公司现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困难跟我们

说。”2 月 21 日上午，湖口镇党委书记杨启来到茶
陵县兴发页岩机砖有限公司督导复工复产工作，
当了解到企业缺乏防疫物资时，杨启与镇党委全
体成员一起多方联系，为企业提供消毒液、测温枪
等物资，又从镇防疫物资中拿出部分口罩送给企
业。23日，企业顺利复产。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者相辅相成，容不得
半点疏忽与懈怠，当中央、省、市、县的政策冲锋号
已经吹响，能不能拿出实招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最
大限度减少经济社会损失，对乡镇来说是一次考
验。

湖口镇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由党政主要领导
主抓，分管领导负责落实，为每个企业配备一名驻
企联络员、一名医护人员，并明确一名企业主要负
责人进行对接，实行“3+2”工作模式。镇党政领导
带队，对辖区内企业逐一走访，与企业签订责任
状，要求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秉持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理念，该
镇建立规模以上企业微信群，24 小时在线服务，
及时推送最新疫情情况、上级指示精神。根据企业
必备的防疫物资、复工计划、防疫措施、应急预案
等内容梳理成“复工指南”，按照企业复工复产条
件的成熟程度、疫情防控准备情况等开展分类指

导，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复工流程、节约时间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摸清底数才能心里有数。该镇根据企业提供
的花名册，安排村干部对本地职工逐个进行走访
摸排，详细了解企业职工的身体状况和复工意愿。
要求企业做好复工前员工健康检查、防疫宣传以
及生产车间、宿舍、餐厅等场所消毒等工作，做到
防控机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设施物资到位、内
部管理到位、宣传教育到位，为企业安全生产奠定
坚实的基础。

主动服务，当好企业“后勤保障员”
3 月 6 日上午 8 时，飞鹏竹木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已是一派忙碌的景象，30 多位工人正将一捆
捆粗加工的竹子抬上设备，经过机器加工，竹子变
成竹签，一旁，20 多位工人麻利地将竹签打包。现
场的工人都戴着口罩，车间里可以闻到淡淡的 84
消毒水味。

“今年，我们接到 120 万美元外贸订单，产品
主要出口到美国、巴西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企
业负责人陈飞介绍，因为订单比较急，公司 2月 21
日就复工了。“镇领导帮我们多方联系商家，购买
了 2 个电子测温计，又送了 100 个口罩，解了燃眉
之急。”陈飞说，在镇党委和县级驻企防疫联络员
的帮助下，企业配备了消毒液、口罩、中药汤剂等
防护物资，员工们加班加点，计划每周完成 20 万

美元的订单量，实现开门红。
非常时期，复工复产，难题不少。疫情笼罩之

下，如何动员员工及时返岗？供给链、需求链、资金
链能否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是决定成功复工
复产的必备条件，缺不了，拖不起，等不起。

“落实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改进干部作风是关
键一环。”湖口镇党委书记杨启认为，干部作风虚
浮，即便实招也会落空。要让干部保持一股锐气，
勇于担当冲锋在前，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做企
业复工复产的“后勤保障员”。

塘头村有本地企业职工 37 人，其中不少是贫
困户。“往年正月初八就开工了，今年因为疫情，推
迟了 1 个多月。”贫困户陈海华说，虽然厂里通知
可以复工了，但自己内心还十分纠结：不出去工
作，就没有收入，可能返贫；出去工作，又怕被感
染，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可不能倒下。

了解到村民的顾虑，塘头村党支部书记陈物
平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普及防疫知识，并详细介
绍企业所做的防控措施和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
很快，村民们打消了顾虑，联系企业表示可以尽快
到岗。

茶陵县小潭众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湖口镇
的龙头企业，年产值达 2300余万元，示范带动 184
户 856 人脱贫致富。针对公司反馈的防疫物资短
缺以及资金困难等问题，湖口镇积极联系商业银
行提供纾困资金，让公司顺利复工复产。

阻击疫情，是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复工复
产，是在解难释惑同问题赛跑。东信棉业有限公司
位于湖口镇浣溪村，因担心公司货运车辆和外来
人员进入带来疫情隐患，村民们对车辆和人员一
度进行阻拦。“乡亲们，公司做好了疫情防控保障，
我们镇政府也会严格把关，请大家放心。”镇长吴
建辉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对村民们做好解释工作，
最终得到村民理解和支持，企业得以顺利复工。

据统计，湖口镇累计免费为企业提供口罩
2000 个、84 消毒液 300 斤，并协调县防疫办对 18
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帮助其尽快返岗。
因地制宜、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正是因为湖口镇
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争做“后勤保障员”，为复工复
产扫清了障碍，才使镇内企业顺畅地回归生产轨
道。

主动作为，当好企业“复工监督员”
3月 6日早上 7时 30分，湖口镇企业统计员段

社仔到达龙良工艺品有限公司，他详细查看企业
进厂员工花名册、员工健康卡和体温检测表，督促
企业做好卫生保洁和消毒工作。

段社仔今年已经 60 岁，平日工作忙，但从不
叫苦叫累。这个春节，难得的假期，他原本计划和
家人欢聚一堂，吃着爱意浓浓的团圆饭，互相倾诉
一年的收获与辛苦，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将这个计划彻底打乱

了。接到统计企业复工复产的任务后，他每天按时
到对口企业“报到”，风雨无阻，扮演好“复工监督
员”的重要角色。他的工作笔记本上，工整地记录
着每家企业每日的复工人数、运转情况。下班后，
他又赶到镇政府汇报工作，与领导商量怎样解决
企业的实际困难，有时连晚饭都顾不上吃。

“我只是尽了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面对企
业、群众的夸奖点赞，段社仔笑着摆摆手谦虚地说。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复工复产平稳
有序，但湖口镇始终紧绷防疫这根“弦”，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复工监督工作。该镇严格
执行复工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防范复查方
案，定时对企业人员管控、物资储备、日常管理、安
全生产管理等进行排查。要求复工企业切实压紧
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掌握已复工职工的健康状况，
按要求落实外地返岗人员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
做好进出车辆及人员登记、测温消毒、食堂分餐等
防疫措施，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和外出活动。同
时，扎实开展生产设施和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整
治，把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万无一失作为企
业复工的前提条件。

一边全力战“疫”，一边有序开工，湖口镇的经
济社会发展，如同春日的天气一样，正在回暖升
温。

（本版图片由李肖提供）

绷紧防疫“弦”攻下复工“关”
——茶陵县湖口镇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助推经济发展纪实

邹怡敏 龙强 陈丽华 谭凌云

惊蛰过后，天气回暖，万物复苏。穿行在茶陵县湖口
镇，只见企业厂房内生产井然有序、如火如荼，镇村街巷的
超市门店纷纷开业，农民忙着在田间地头翻耕播种……充
盈着春的气息的希望种子，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生根发芽。

有一组数据为证：该镇 8个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部复
产，到岗员工 231人，返岗率 98.2%；镇村干部通过入户
宣传和电话联系等方式，劝导 255人返回县经开区企业
上班，723人返回东信棉业上班，共计1209人，员工返岗
率达90%以上。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湖口镇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在保持疫情防控劲头不松、力度不减的前提下，广大党
员干部主动作为、下沉一线、精准服务，当好企业“信息联
络员”“后勤保障员”“复工监督员”，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齐头并进，确保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小潭众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序复产 员工佩戴口罩进入企业，接受体温检测 湖口镇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宣传栏

（本版图片由湖口镇人民政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