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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全省交通管控点
和镇村卡口的撤销，面对复工、复
建、复业、复学压力和即将到来的返
程大潮，宝华镇结合网格，以五个

“零报告”、三个“见底”、三个“高效”
为抓手，建立“533”机制，让数据多
跑腿、流动防疫更有力，守好疫情防
控的“最后一公里”。

全面把控返镇人员情况，实现
五个“零报告”。农村外来人员“零
报告”。该镇要求农村组对“红白
事”等聚集性事件进行零报告，要求
红事停办、白事从简，密切关注种养
大户回村情况。城中村外来人员

“零报告”。通过上门走访、询问登
记，全面摸排单体公寓、汽修一条街
等无物业“散居”住户信息。每日监
测已统计“散居”人员情况，排查有

无新增返回人员，杜绝疏漏。企业
复工返镇人员“零报告”。企业组将
全镇 79家企业、物流园、创业园按
区域、行业进行划分，分为 4 个小
组，每天巡查分管区域，规上企业由

“帮办员”驻企一对一协助企业防疫
和复工。工地建筑工人“零报告”。
根据上级下发的复工复建文件制成
流程示意图，使工地快速、精准地掌
握疫情下的复工要求。仔细摸排工
地年前留守人员并登记备案，对新
增人员来源地进行严格筛查，建立
项目人员档案，实现“实名制”管理，
有序恢复项目复建。商铺复营业

“零报告”。为全面了解复营业商铺
及经营人员情况，出台《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各类场所、商户的管理办
法》，采用“一书一表一卡”制度，打

好沿街商铺防疫“巷战”，经营户签
订疫情防控承诺书，巡查员每日对
应巡查表查验记录商户防疫措施执
行情况，张贴公示商铺监督卡。目
前已摸排商户 336户，发放监督卡
313张。联合镇派出所、句容市水
利局志愿者进行每日摸排巡查，每
日上报。

全面开展地毯式摸排，实现三
个“见底”。返宝华人员再回访排查
见底；48个住宅小区每日新进人员
当晚社区管控见底；城中村地毯式
摸排见底，登记外来人员信息情况，
及时记录更新，不漏掉一户。

全面利用智能化手段，实现三
个“高效”。业主进入小区体温检
测高效。在 23个小区 25个入口安
装红外热像仪，整个检测过程快速

无接触。师生进出学校体温筛查
高效。在镇域范围内 9所中学、小
学、幼儿园入口安装 9台红外热像
仪，发挥仪器准确、快速的体温初
筛优势。人员数据流动和轨迹监
测高效。引入“和易报”智能填报
服务平台，居民通过手机扫描系统
二维码一次性完成个人相关信息
登记，减少反复登记；医护人员在
线搜集关爱对象的日体温数据，减
少面对面接触；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手机端、电脑端，第一时间了解、登
记返宝华人员信息，全面掌握返宝
华人员动态。此外，通过设置“电
子围栏”范围，实现隔离人员擅自
离开规定区域后台自动告警，做到
隔离人员轨迹可循可控。

（杨爽 江吟）

文体广旅系统
为抗击疫情捐款

本报讯 3月2日上午，句容市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捐款，
该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纷纷慷慨解
囊，自愿为抗击疫情捐款，为战斗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献上慰问与关心。

此次捐款，不仅在职的党员干部
职工积极响应主动捐款，离休干部也
响应号召，作出表率。“我坚信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我们抗疫必胜。”一位已
有31年党龄的老同志步行10多公里，
来到捐款箱前，郑重投下自己一份“心
意”。截至目前，已有130余位同志为
抗击疫情捐款，累计收到善款超过1.8
万元，还在不断增加。 （徐小丁）

农业农村局为驰援湖北
医护人员家庭送爱心

本报讯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句容市共派出 9名医护人员驰
援湖北，他们不惧危险奋战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为更好地让这9名医护人
员在一线安心战“疫”，句容市农业
农村局妇委会积极组织开展关爱驰援
湖北医护人员家属活动，为他们送上
爱心菜米。

近日，句容市农业农村局妇委会
一行 6人对这 9名医护人员的家属送
上了一份来自农业农村人的“菜篮
子”，里面装有蔬菜、大米和油类。爱
心物资虽不多，但一枝一叶总关情。
每到一户，她们都与医护人员家属进
行沟通交流，叮嘱家属们照顾好家里
的老人、小孩。 （吴亚云 曹伟）

殡仪馆党支部开展
党员献爱心捐款活动

本报讯 近日，句容市殡仪馆党支
部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爱心捐款活动，
得到了全体党员的积极响应。

据统计，该支部党员无私奉献、踊
跃捐款，特别是 5名退休老党员也积
极奉献爱心，共收到12名党员爱心捐
款1150元。捐款过程中，该支部全体
党员充分展现出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
和大爱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
支持配合，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王世兵）

关爱养老机构老人
民政局发放口罩

本报讯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关键时期，句容市民政局充分发挥社
会兜底作用，为该市养老机构老人送
去口罩等物资，做好老人及工作人员
的安全防护工作。

日前，句容市民政局组织 4个小
分队，由分管领导带队，为句容全市包
括后白镇敬老院、天王镇敬老院、句容
逸仙颐养院等 21个养老机构及 12个
民政办送去口罩3000余只，为机构老
年人和一线工作人员解决了疫情防控
的燃眉之急。老人们收到工作人员派
发的防疫口罩十分感动，一致表示坚
决做好自身防护，感谢政府的关心关
爱，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刘冰冰 陈环宇）

本报讯 疫情防控，村里人力
少、工作强度大。句容市财政局
驻白兔镇马里村“第一书记”吴
心敏转变工作思路，依托广电智
慧云平台，将宣传、防控、服务
百姓生活有效“串联”，线上线
下双管齐下，实现“智慧化”联
防联控。吴心敏白天下村现场部
署疫情防控工作，晚上在家可以
通过电视机顶盒时刻关注马里村
疫情防控卡口工作情况。

防控手段智慧化。马里村
委会南入口、马庄桥西南路口

“关卡”是全村保留的两个出入
口，对其全程监控并留存记录。
在“非必要不外出”期间，全村各

处监控视频画面能实时调取。
对需要特别关照的人群做设定
后，一有情况村干部手机会自动
报警，通过远程应急对话功能进
行喊话，及时劝阻。

生活服务精细化。为了村
民在家“能待得住”，吴心敏联合
句容市广电网络公司精心设计
了一整套“居家方案”，内容包
括免费电影、防疫讲座和视频
等，还有“名师空中课堂”让村
里的孩子“停课不停学”。为了
帮助马里村贫困家庭学生上网
课，吴心敏积极与句容市广电
网络公司联系，免费为贫困家庭
更换高清机顶盒。 （刘诗奇）

华阳街道探索城中村
开放式小区封闭式管理

本报讯 近日，根据句容疫防指的
通知要求，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中城中村、开放式小区的难点、
痛点、堵点，为做好“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工作，华阳街道对全辖区内城中村
和开放式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原则上
保留 2个出入口，在疫情防控期间启
用1个出入口。

华阳街道将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城
中村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性封闭”管
理作为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进一
步促进社区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契
机。日前街道对15个城中村、19个开
放式小区进行了分类研判、科学规划，
将临时性封闭的需求与永久性封闭可
能性相结合，精准分策实施，全力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 （吴敏 王阳）

崇明街道严堵
商铺“后门漏洞”

本报讯 为防止外来人员通过“走
后门”自由进出小区，近日，崇明街道
组织社区网格员和民警对沿街商铺进
行全面走访摸排，查看各商铺出入口
情况。

崇明街道向存在多个出入口的
商铺发放《告知书》，要求各商铺做好
自我防疫的同时，只保留沿街门面开
放，暂时封闭对小区通道。此外，该
街道加大对沿街商铺巡查力度，若发
现有商铺未按要求关闭后门的，责令
整改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执法处置，
全面提高疫情防控期间小区封闭式
管理水平。 （夏德婷 曹伟）

本报讯 随着气温渐渐升高，春
耕备耕提上农民的“日程安排”，句容
下蜀镇农林服务科牵头组织农技员全
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下的备耕工作。

“徐师傅，这两天天气不错，温
度湿度适合除草。”该镇农林服务
科组织各村农技员通过微信群进
行网上“培训”，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部署春耕前的准备工作，重

点指导农户利用当前晴好天气进
行在田作物化学除草。下蜀镇还
统计各村需求，及时向句容市农资
经营企业协调配货。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下蜀镇及时解决和处理辖
区内农资供应中出现的问题，做好
监督检查工作，劝导农民购买时不
扎堆、不聚集，分批有序，保证正常
购买秩序。 （杨 婕）

下蜀镇防疫不误农时

村干部劝导村民
丧事简办助力防疫

本报讯 日前，张庙村干部孔翔等
人在入村摸排时听说后村村民吴心发
病亡。按照当地习俗，家中老人去世，
要筹办宴席，至少聚餐三天。吴心发
以前是民办教师，在本村亲友较多，如
果按传统习俗操办，将形成人员聚集，
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必将造成
极大的压力，而且也不利于移风易俗
工作的开展。

孔翔等人立即来到吴存文家中，
首先对其父亲去世表示哀悼，并送上
抚慰金 2000元及口罩 50个，同时，向
吴存文宣传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知识及防控形势，建议吴存文及其家
人发扬新风尚，从简办丧事。鉴于当
前疫情形势严峻，吴存文最终听从了
村干部的建议，吴存文说：“为了亲朋
安全，老父亲地下有知，也会支持咱丧
事从简！” （龙 雨）

妇保院为复工企业
提供体检服务

本报讯 为保障企业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尽快复工复产，满足企业招
聘新员工入职体检的需求。日前，句
容市妇幼保健院体检中心开展了第一
批企业入职体检工作。

据了解，句容市巨宝科技有限公
司入职招工人员密集，来源地复杂，句
容市妇幼保健院为此次体检有序实施
进行了精心准备。体检项目包括 14
天内病史询问、肺部听诊、血常规、体
温检测等。医院为此精心挑选6名专
业医护人员组成“上门体检医疗小分
队”，采取预约制的方式，要求复工单
位至少提前一天与体检中心联系，体
检中心将按照预约人数，上门为入职
人员开展体检。同时，对企业员工加
强疫情防控知识宣教，引导工人做好
个人防护。 （玉龙 雪琴）

援湖北医护人员子女
与教师结对共学

本报讯“孙柏羽：你好，我是陈艺
仁，感恩有你爸爸这样的英雄，安心在
家等你爸爸平安回来，不要害怕，你并
不孤单！我们所有同学都和你在一
起，加油！”这是句容市实验小学一（9）
班陈艺仁写给同学孙柏羽的一封信。
孙柏羽的爸爸孙文驰援湖北，正奋战
在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为切实关爱驰援湖北战“疫”一线
的医护人员子女，句容市实验小学倡
导少先队员们开展“飞到你身边”暖心
守护活动。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发出了

“飞到你身边”的活动倡议，鼓励孩子
们用写信、音频和视频等方式“飞”到
医护人员子女身边送去关心和安慰。
倡议一经发出，孩子们纷纷响应，于是
便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周华红 王建明）

句容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李
明照，在老家后白镇西斛自然村
51个春节为农民书写春联2万多
副，受到当地村民点赞。

李明照生长在农村，10岁时
看到老私塾先生工整的楷书春联
喜欢上了毛笔字。1969 年春节
前，他开始为自己家里书写春联，
第二年就为几个叔叔家写，后来
逐年为更多的农户写春联，从此
几十年从未间断过。

2000 年 1 月初，李明照在苏
州医学院进行了一次腰椎间盘
突出手术治疗。半个月后回到
老家，他不顾术后体弱，就张罗
起为乡亲们写春联的事。2018
年 1月底，句容下了一场大雪，李
明照在老家台阶上被冰雪滑倒，
右大腿肌肉严重拉伤。 2 月 7
日，他拄着一根柺杖赶到句容市
政协组织的“送春联送福字”活
动现场，坚持到两个镇为几十位
农民写春联。2018年 11月 27日
傍晚，李明照在散步时，被酒后

驾驶的电动三轮撞飞，4 根骨头
骨折 6根骨头骨裂。2019年 1月
15日，他接到句容市政协通知 20
日参加送春联送福字活动的电
话时，只字未提车祸重伤的事，
满口答应准时参加。实际上，他
才刚刚能拄着双柺下床活动。
当他拄着双柺来到春城集镇为
农民书写春联时，了解情况后的
人们无不为之感动。上世纪 90
年代，在三岔乡工作 3年间，李明
照为全乡 11 个村每个村的农民
写过春联。近 5年来，他为句容
10个镇（区）30多个村社农民写
过春联。

熟悉李明照的人都知道他热
心公益、乐于助人的秉性。2019
年，已经退休回乡的李明照被群
众推举为句容市第二届“新乡
贤”。这年春天，他还在槐道村创
办起书法义务培训基地，自己一
对一地辅导小学生练习书法。今
年，他的书法义务培训基地学员
将超过20人。 滕庆海

撤卡不撤防 网格来“织网”

宝华镇“533”机制打好防疫战

本报讯 随着疫情防控攻坚战
进入关键时期，后白镇李家桥村一方
面组织志愿者继续投入到人员排查、
疫情防控宣传等各项工作中，严把生
命安全关。同时组织号召广大农民
抓紧农耕，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

杨福晨和杨新是李家桥村大学
生，疫情仗打响后，他们兄弟二人主
动请缨，报名疫情防控志愿者，积极
为抗击疫情作贡献。兄弟俩得知村
里消毒药水紧缺，通过多方寻找和
求购，用他们自己积攒的生活费购
买了四箱 84 消毒液送到了村委
会。不仅是这兄弟俩，连日来，该村
两委班子和志愿者们在村口疫情防
控检测点轮流值班站岗，测量体温，
排查进入村人员和车辆，并深入各

户村民家中发放疫情防控宣传单，
提示村民带好口罩，加强个人防护，
尽量留在家中减少外出，不到人员
密集场所。他们不惧苦和累，默默
在疫情防控一线奉献着。

与此同时，春耕春种正当时。
在李家桥村滞洪区内，2000多亩油
菜到了除草阶段，抓好田间管理尤
为重要。疫情期间为了减少人员集
中劳作，李家桥村采用无人机喷洒
除草剂，装满药水，一次能洒20亩，
只需要20分钟。同时，组织在家闲
置劳动力，解决农户遇到的实际问
题，积极动员群众分散劳作，促使各
项农业生产有序推进。截至目前，
2000多亩油菜已经全部喷洒除草
剂。 （张方雨）

李家桥村防疫生产两手抓

曹村村耄耋老人
为疫情捐款

本报讯 近日，一位老党员拄着
拐杖来到后白镇曹村村孔村卡口值
班点。“这么多年了，国家在养我，党
组织每年关心我，现在国家有难了，
我一定要出一份力。”随后老奶奶从
口袋里掏出了 500元，激动地塞在村
书记的手里。

据了解，罗先珍系后白镇曹村村
党总支党员，今年 88 岁，患有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身体
状况不太好，她的大儿子多年前意外
死亡，小儿子车祸残疾。村书记考虑
到老人的身体和实际生活情况，只愿
意接收 50元，可是罗先珍却发起了脾
气。拗不过老人的坚持，村书记最终
接收下了 500元捐款，罗先珍这才露
出了笑容。 （王 玉）

防疫春耕两不误
农时不等人，随着气温渐渐升高，春耕春管也进入了紧要关头。边城镇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抢抓时节，科学施策，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切实
做到防疫春耕两不误。 郭方恒 摄影报道

近日，在万物复苏
之际，贾纪山公园的梅
花最先绽放色彩。一株
株梅花悄然绽放，大红
的、粉红的、白色的……
走进梅林深处，微风拂
过，香气扑鼻。
周茉 陆欣 摄影报道

句容财政：

“第一书记”变“数字书记”

李明照：

51个春节为农民
书写春联2万多副

梅花绽放
春意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