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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整个城市已进入梦乡。发改委粮食
和物资储备科的同志们刚刚完成当日的成品粮油监
测日报和粮油供应应急日报工作回到家中。稍事休
息后，又继续投身工作，夜晚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短
暂。

1月 31日晚，粮储科突然接到省粮食和储备局
物资储备处通知，紧急调拨400张折叠床和6台发电
机，分别送到公主岭和白山市。

任务就是命令！顾不得寒风刺骨，科长高万龙
马上调配车辆、查库、装车、运送，深夜运送物资，保

证所需物资第一时间送到兄弟城市手中。
为及时掌握我市粮油市场供应动态，确保我市

粮油不脱销、不断档，粮储科安排专人每日走访各大
粮油供应市场，对大米、食用油的价格和储备情况进
行监测。

为抓好粮源统筹保障工作，实地走访粮食企业，
摸清库存家底，组织帮助粮食动态储备企业克服困
难，立即开工复产，充分保证应急储备供给。协调6
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随时准备开工复产。

为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消除市民恐慌心理，采取

多种方式及时发布粮油供应信息，做好粮油供应舆
论宣传，引导市民理性购买。为保障救灾物资随时
调运和接受，保持密切沟通，实时掌握储备库存数
量，做好运力保障，全力保障救灾物资及时准确送
达。

战“疫”时期，发改粮储人默默前行，始终把“使
命、担当”放在心上、把“保障、稳定”扛在肩上，顾不
得个人安危，只为筑牢粮食供应防线，全力服务疫情
防控大局。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百姓心里才多了
一份踏实和温暖，社会多了一份保障和稳定。

市发改委协调6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随时准备开工复产
本报记者 田蓓蕾

本报讯（记者 张莹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辽源海关按照“三保一统筹”总要求，
一手抓防疫，一手保出口，助力辽源市企业复
工复产，为企业出口保驾护航。

2月 10日，东辽县沣明化工有限公司报
检一批价值 29028美元的糠醛急需出口，并
需要海关实施现场查验。针对东辽县为防控
疫情在辖区交界处设立卡点、人员车辆不能
随意进出的情况，辽源海关立即协调交通部
门，申请办理了车辆通行证。查验人员在做
好个人防护，第一时间赴该企业实施现场查
验，保障了企业货物及时出口，避免了企业延
迟交货可能存在的赔偿风险，做到疫情防控
不放松、业务办理不断档、服务企业不打烊，
得到了企业的称赞。

为保障出口货物快速通关验放，辽源海
关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第一时间掌握企业

出口需求，抽调专业关员组建查检工作党员
突击队，设立“绿色通道”，进一步深化通关服
务，积极实施审单放行模式，实现出口货物

“即报、即审、即放”快速通关。
为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辽源海关充分

利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互联网+海关”
两大平台，鼓励广大进出口企业通过电话或
者网络形式办理相关业务，绝大部分业务全
流程网上办理，根据企业意愿提供证书快递
服务，通过关企微信交流群，实时在线解答企
业各类通关问题。同时，将国外对我国输出
货物采取的临时限制措施及时通知辖区企
业，避免遭受损失。截至2月11日，辽源海关
共为 5家企业通关验放出口货物 11批次，货
值 32.1 万美元，出具各类检验检疫证单 11
份，为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扩大出口提供了服
务保障。

抗“疫”保出口 辽源海关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田蓓蕾）针对日前高危企
业复产复工密集实际，市应急管理局通过暗
查暗访和电话调度相结合的方式，督促有关
企业严格遵守我省疫情期间企业复产复工规
定。

近日，该局重点查访企业复产复工方案
和安全技术措施是否合格；排查治理中发现
的事故隐患是否整改到位；查访企业是否按
照要求做好职工个体防护用品和防疫物资的
物资储备和发放工作；查访企业是否将用工

人员中的外地劳务输入人员、假期出省探亲
或旅游人员，以及接触疫区往来人员等进行
自我排查和隔离。同时，要求企业在疫情防
控期间实行领导 24小时带班制度，煤矿、非
煤矿山等重点行业企业要实行矿领导 24小
时双带班制度，确保井上下都有领导带班。
进一步完善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强化应
急物资储备，统筹兼顾安全生产防范与疫情
防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各项制
度，确保合格一个、复产一个。

市应急管理局以“四查”促企业复产复工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2月 10日 8时，市
水务集团二次供水维护班的技术工人包维元
刚一走进维护班，由客服派发的维护工单便
出现在手机里。包维元打开手机查看，发现
共有将近40个需要维护的活儿。

“又是一大天的活儿。”51岁的包师傅麻
利地收拾好维护工具，并做好个人防护后，直
奔维护现场。包师傅透露，他负责东吉管片，
以往是两三个人一组干活，现在是特殊时期，
只能一人组干活。中午吃块面包、喝点矿泉
水就是最好的午餐。如果活多了就得干到晚
上 10多点以后再回家吃晚饭，最近十来天，
这是常有的事。“疫情期间，老百姓家里的自
来水管冻了、没水吃，心急啊！咱苦点累点无
所谓，跟医院的医生护士比，这都不算啥。”虽
然是超负荷工作，但包师傅没有一句怨言。

记者在市水务集团了解到，疫情防控期
间，水务集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先锋模范作用，
多措并举做好城市供水保障工作，保障全市
人民用水需求。现城市供排水设施安全稳定
运行。自 1月 24日至今，市水务集团二次供
水公司维护班每天出动20余人日夜奋战，共
计维修冻害水管371处，更换水表79块，维修
冻门窗 48处，安装门帘 32个，安装门弓 142
个，改造管路21户。

目前，市水务集团在加强水厂运行控制、
管网维护管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二次供
水的安全管理，对医院、应急生产管理单位、
宾馆等重点用户确保供水充足。同时，为避
免冬季气温较低造成楼道内水管或者水表发
生冻害，影响广大市民正常用水，加大了夜间
巡查力度，对城区各小区打开的单元门窗进
行及时关闭，并对受损的楼宇门窗进行维修、
维护，安装门弓等防寒设施，全力确保城区居
民正常用水。

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就是最大的抗“疫”

本报讯（记者 赵强）“体温正常、佩戴口
罩，可以进入。”2月11日，记者在吉林省华纺
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门卫处看到，在工作
人员的组织下，多名员工有序入厂，接受体温
测量，并登记身份信息。

“目前，按照公司规定，入厂员工及外来
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在门卫处进行测温，测温
正常且佩戴口罩方可入厂，并对体温记录做
好留存。”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程丽辉说，为抗
击疫情，每天对厂区进行日均两次的灭菌消
毒，公共区域及车间、库房等场所都在日常消
毒范围内；公司安排配餐，要求员工打餐后返
回各自办公地点食用，垃圾统一倾倒指定位
置，确保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干净的环境。

随后，记者来到公司无纺布生产车间，看
到生产线在高效运转，数名工人正进行着开
松、铺网、针刺、成卷等工序；在纤维生产车

间，机械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纺
丝、牵伸、卷取、定型、切断、打包等操作。

“由于疫情形势紧急，防护口罩异常紧
缺。作为本地一家纤维生产企业，更应该担
负起企业责任，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守好土、尽好责、献好力。”公司总经理邢天宝
对记者说，在疫情严重时期，公司正月初四就
已经复工，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尽
最大努力加大疫情防护医用原材料的供应，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开工的生产线 24
小时不间断，每天可生产静电无纺布1000公
斤、静电纤维 10000公斤。纤维成品用于医
用口罩的制造，其产品发往本地的广而洁消
毒剂有限公司、东北袜业园内衣厂等企业，以
及省内的白山口罩厂和省外的河南、广东等
重点保障厂家。

开足马力 全力保障物资生产供应

2月3日，吉林省博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危化品库项目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经核准后，发放到企业手中。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市自然资源
局行政审批窗口通过电话、微信等“不见面”方式为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提供审批
服务以来的首单业务，也是我市2020年第一份核准发放的项目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如何在扎实有效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确保生产生活有序，确保各项工作
不“断档”、服务不“缺席”，市自然资源局选择了“超前谋划、主动介入”，通过线
上审批方式，以最快速度全程指导、最大限度容缺受理，对符合要求的申请第一
时间核准发出许可证书。

2月2日，吉林省博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就新建项目申请核发规划许可证。
该项目前期自然资源局已提前介入，“容缺”预审了现有申请材料。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后，当日加班调取档案，审核材料和数据提前做件。2月3日上午，3名审
批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到达市政务大厅，分工推进项目审批。企业网上申报工作
由审批人员在大厅代办，期间，通过电话积极与企业沟通确认，既为企业解决了
申报时遇到问题无人指导的困难，又避免了企业人员外出往返跑动，极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仅用一上午便完成了申报、受理、审核和制证工作。随后，迅速赶往
企业，在厂区大门外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送到企业工作人员手中。

相对自然资源局的做法，市政数局推出的是“阻断疫情、不断服务”，办事
企业和群众不必现场跑大厅，通过电话咨询、预约，行政审批工作人员为申请人
提供全程帮办代办。

1月31日，市政数局通过媒体向全市企业和市民百姓发出倡议：按照“非必
须，不窗口”的原则，优先通过吉林省政务服务网辽源网上办事大厅、“互联网+
公安”“互联网+交通”及公积金APP等网上、掌上途径办理事项；老年公交卡、
公安出入境等高频事项，建议错峰办理；居民身份证、老年卡年检等事项，建议
下放到警务室和农商行18个网点分散办理。同时，公布了政务服务网上办理
事项清单和部门网上办事微信公众号及手机APP。

与此同时，市社保局、市医保局等部门也纷纷推出“不见面”业务受理方
式。这些网上办理、邮寄办理等“不见面”办理方式，不但尽最大限度减少了人
与人相互接触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满足了群众办事需求，确保了疫情防控期
间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运转。

按照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目前，我市正在组织企业梯次复工复产、项目
尽快完善建设手续。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写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辩证文
章，统筹兼顾、有的放矢做好复产复工、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各县（区）、各部门立
足各自职能，确保工作不“断档”、服务不“缺席”至关重要。

工作不“断档”服务不“缺席”
本报记者 王茵

①①辽源海关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上门为企业服务，现场填写通关
手续。 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②②水务集团二次供水维护班包维元师傅将楼道里冻住的水管进行
维护。 本报记者 李及肃 摄

③③疫情期间，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进入厂区前
进行体温测量。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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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述评·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昨夜的武汉虽没
有下雨，但是本该明亮的月亮也玩起了躲猫猫，似乎不愿出
来见我。是呀！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本应是家家张灯结
彩、赏月、吃元宵的时候，本应是家家欢声笑语、把酒言欢的
时候……今年却不同往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很
多人不能和家人团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我一点也不感
到孤独，因为我身上肩负着白衣天使的使命，我知道这次任
务的责任重大，我知道远在千里的你们与我一起在战斗。

在这里，我要和父母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女儿的不
孝，不仅不能陪你们过新年，就连这正月十五的团圆饭也不
能陪你们吃了。但我知道你们会理解我、支持我，甚至会以
我为荣。等我打赢这场仗，回去时一定陪你们好好吃顿饭。

在这里，我要和辽矿总医院的同仁们说声谢谢。在微
信群里是你们一直鼓励着我，“饿了吗、冷不冷、多加件衣
服、注意防护……”多么温情的话语，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却
给予了我力量，让我感动，人虽未见面，心却在一起。

在这里，我要和战友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
到，过节特意给我们准备汤圆，还给我们加餐准备鸡腿，让
我们身在异乡，一点都感觉不到孤单。谢谢你们给我的鼓
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战胜疫情并肩战斗。连日来，
汗水已浸透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在脸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们不能多喝水，为了赶时间救治患者，我们穿上成人纸尿
裤；困了，就在地上打个盹儿；累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很
多战友剪去心爱的长发……或许我们还不熟悉彼此，只能
透过护目镜看到防护服上写的字迹，这才知道鲁A是来自
济南的你，吉D是来自辽源的我……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会更加团结，为了同一个目的，早
日战胜疫情，一起携手回家。阴霾终将散去，光明定会到
来！祝愿亲人们、同仁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愿
患者们：“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L 同心战“疫”

本报讯（记者 于芯）疫情当前，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我市
爱心企业也积极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2月6日
下午，蒙牛乳业辽源区域经销商团队带着爱心牛奶来到市中心医
院，慰问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营养助力。

据了解，蒙牛乳业辽源区域经销商集中力量、迅速行动，连续
利用两天时间，分别在市中心医院、市二院、市矿务医院、市胸科
医院、东辽县医院、东辽县传染病医院及东丰县医院7家发热门诊
和定点医院，开展了“勇战疫情中国要强、蒙牛致敬全国白衣天
使”为主题的爱心捐赠活动，向各医院捐赠乳制品总计 10783件，
价值35万元。

蒙牛乳业辽源区域经销商穆波表示：“在全国抗击疫情的非
常时刻，为人民的生命安全奋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最值得我们尊
重。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贡献一份力量，为一线的白衣天使、白衣
英雄助力。”

爱心企业为一线医务工作者营养助力

蒙牛乳业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营养。 本报记者 王彦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