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
服务全市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复产，3月 3日，市科协深入新能
源汽车产业商会和企业科协，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指导企业
科学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送去
疫情防控物资。

市科协一行工作人员详细了
解了商会各企业员工返岗情况
和日常防控工作，仔细询问企业
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以及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技术
需求和人才需求。指导企业主
动担负起防控主体责任，在安全
生产过程中狠抓疫情防控，充分
利用宣传手册、宣传栏、公众号
等线上线下渠道向员工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提高员工防控意识
和能力，落实好健康监测、岗位
防疫和消毒消杀等各项措施，确
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市科协负责人表示，当前疫
情防控正处在关键阶段，企业在
复工复产过程中要更加细致、精
准地做好防控工作。市科协将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及时向
大家提供权威科普知识，解读疫

情防控措施，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疫情发展态势、掌握
疫情防控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同时，市
科协将充分发挥职能，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突破点，
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人才智力支撑，结合企
业技术和人才需求，积极主动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各
类科技服务，适时聘请国家、省内专家来辽为企业发
展研判形势、规避风险，奋力推进辽源高质量转型发
展。 （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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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

疫情下的东丰县，也
有一群“逆行者”，他们每
天穿梭在大街小巷，为这
座城市奔忙。他们就是城
市管理和守护者——东丰
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
队。连日来，执法大队不
断加大对城区主街主路、
背街小巷巡查力度和重点
领域监管力度，全面做到
疫情防控和城市管理“两
手抓、两不误”。

南照山早市作为市民
购买各类早点和食材的一
个重要集散地，从2月24日

起便开始恢复运营。为了
保障恢复运营后群众消费
安全，每天 6时，东丰县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队
员们便会在南照山早市为
商户进行体温监测，并逐
一对摊位进行酒精消杀工
作。在严密监控商户身体
状况的同时，尽量减少摊
位数量，要求摊位间隔保
持在两米以上，大大加强
了民众的安全保障系数。

东丰县城区不少沿街
商户门前的春联已经褪色、
商户牌匾破旧不全、牛皮癣

小广告触底反弹，这些现象
严重影响东丰城区环境。
城管大队组织执法大队在
稳住“菜篮子”的同时，对辖
区内破损对联、乱张贴的小
广告等城市“牛皮癣”进行
集中清理，对不合格牌匾予
以拆除，对个别商户下发整
改通知，再次打响全县环境
整治攻坚战。

疫情面前，东丰县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勇当

“城市守护者”，只要疫情
还没结束，他们战“疫”的
脚步就不会停歇。

抗击疫情不缺位 城市管理不松劲
本报记者 闫书御琳

本报讯（记者 付晓娇）
“人人都戴口罩，进门须体
温检测，各项工作秩序井然
……”这是近日西安区纪委
区监委派驻组织部纪检监
察组对西安区人社局进行
随访检查时看到的场景。

连日来，西安区纪委
区监委派驻组织部纪检监
察组围绕当前疫情防控、
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对组织部、人社局、
就业局等 9家被监督单位
的主体责任履行、内部防

控措施落实、业务工作开
展、复工复产组织等工作
加大履职监督力度，紧盯
督促提醒、督查随访、就业
复工督导等各个环节。同
时，重点针对返乡务工人
员和就业招聘等工作任务
进行督导，要求相关负责
人强化工作部署，对返乡
务工人员的摸底排查、就
业和劳务输转等工作加强
形势研判，做好与招工企
业的衔接沟通，使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两不误、同

推进。
“坚持工作统筹，在抓

好疫情防控监督的同时，
抓好对重点业务工作的监
督，切实做到‘两手抓、两
不误’。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严
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努力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维护正
常经济社会秩序贡献力
量。”西安区纪委区监委派
驻组织部纪检监察组长付
毓表示。

西安区纪委区监委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不误、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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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外出戴口罩，不聚
众、不扎堆，外地返辽人员都
积极主动到社区登记，疫情防
控知晓率达到 100%，居民的
生产生活井然有序。这个抗

‘疫’的成绩跟居委会委员刘
恒辰的付出是分不开的。”社
区的干部群众说。

市人大代表、西安区裕明
社区居委会委员刘恒辰克服
家庭困难、理解妻子的担心，
甘愿为居民的安全毅然踏上
疫情防控第一线，做好“守门
员”职责。面对疫情引起的恐
慌和不可预测的危险，刘恒辰
脚不沾地逐楼逐户对网格所
有居民开展了 3 轮地毯式排
查，大年三十与社区书记入户
详细记录了3名武汉返辽人员
的信息和行程轨迹……

白天走访排查，发放、张贴
宣传资料，晚上参加检查值守，
深夜对信息进行录入汇总。1
月23日以来，刘恒辰就没休息
过，他共张贴宣传资料 150余
张，发放各种宣传单 2000 余

份，登记居民信息446人，登记
外地返辽人员信息17人、车辆
30余台次。一连几天住在社
区，经常早上不吃饭就投入新
的工作中，有时一天只睡 3个
小时。刘恒辰让妻子又担心又
心疼，“你一个月就 2630元的
工资，整天在外面接触那么多
人，万一染上病怎么办？”“我是
党员，关键时刻就是要冲在前
面，为了大家，只能苦点小家
了。”刘恒辰挂念经过一年的治
疗和康复、患了脑梗、病情刚刚
好转的父亲，体贴妻子一人照
顾老人和孩子的劳累，可始终
最担心的还是居民的安全。

哪里有危险就冲向哪里，
哪里有难题就出现哪里。在
人们疑虑中，他勇敢地去登记
随访居家隔离者。在小区封
闭时，他耐心地劝导恶语相
加、不守纪律、硬要闯出小区
的擅自出入者……刘恒辰用
一名共产党员和人大代表的
担当，成为群众心中守护小区
居民安全的捍卫者。

刘恒辰在疫情防控期间深入社区进行入户登记。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刘恒辰:勇做守护安全的捍卫者
本报记者 于芯

L 万众一心抗疫情 人大代表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
走进农贸市场或超市选购
蔬菜、水果、畜禽、养殖水产
品等食用农产品，用手机扫
一扫产品二维码，农产品的
产地、日期、农药残留剂量
等内容便一目了然，真正实
现市民购买放心、安心。而
这样的福利，马上就会在我
市发放。目前，市农业农村
局已开展试行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相关工作。

记者在市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为解决目前我市农
产品（畜产品、林产品）经营
主体生产经营分散、主体责
任意识淡薄、基层监管力量
薄弱、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
不规范等问题，建立与市场
准入制度相衔接的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制度，推动生产
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规范

农产品生产经营行为，促进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
农业农村部全国试行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视
频会议部署，市农业农村局
决定在全市试行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制度工作。

建立试行食用农产品
生产主体名录库。食用农
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列为试行生
产主体，建立主体名录库，
根据企业意愿，率先对市场
供给率高、生产量较大的蔬
菜、水果、畜禽、养殖水产品
开展合格证管理试行工
作。

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使用的宣传指导和服
务。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把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试行作
为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重点内容，组织有关
人员参加国家、省师资培训
班，各县（区）做好工作方
案、培训计划，组织对生产

者、监管人员、执法人员、技
术推广人员开展合格证制
度大培训，指导主体试行单
位主动开具、出具合格证。

将合格证相关宣传资料发
放到辖区种植养殖生产者，
确保合格证填写规范、信息
完整、真实有效。

市农业农村局为食用农产品发“身份证”

新闻链接：
按照“谁出具、谁负责”

的原则，生产经营主体对其
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真
实性负责。

要求。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是指食用农产品生产者根
据国家法律法规、农产品质
量安全强制性标准，在严格
执行现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控制要求的基础上，对所销
售的食用农产品自行开具质
量安全合格承诺证。试行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期间，各级
监管部门要积极申请财政经
费免费印发合格证，鼓励生
产者自行印制合格证。协调

市场监管部门督促批发市
场、超市等落实进货查验制
度，做好与农业农村部门衔
接工作，把好准入关。

样式。按照全国统一合
格证基本样式（附件）执行，
合格证至少含有产品名称和
重量、生产者信息、开具日
期、承诺声明等。以下几种
证明材料可视同合格证，不
必重复开具：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及地
理标志农产品有效期内的认
证证书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有效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标签。

承诺内容。种植养殖生

产者承诺不使用禁限用农药
兽药及非法添加物，遵守农药
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规
定，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符合农
药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强
制性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以
及合格证真实性负责。

开具方式。生产者自行
开具合格证一式两联，合格
证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开具单元。包装产品以
单元为单位，张贴、悬挂或印
刷在包装材料表面。散装食
用农产品应以运输车辆或收
购批次为单元，实行一车一
证或一批一证，随附同车或
同批次使用。

为方便辖区居民办理业务，市公安局东山分局在
办公楼东侧附属楼设立“东山分局户籍身份证办理中
心”，将富国、福盛、先锋、东山四个社区办事处原有与
公安机关有关的业务进行整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最
多跑一次”甚至“一步不用跑”带来的新体验。图为3月
9日，民警在为居民办理户政相关手续。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服务“同心窗”
群众“新体验”

焦聚 民生

本报讯（记者 赵强）3月
11日，辽源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发布《关于恢复部分服务性
经营场所营业的通告》（以下
简称《通告》），通知全市餐饮
服务单位要推广使用“吉祥
码”，在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的前提下，可提供堂食服
务，但禁止接待婚宴等群体
性聚餐活动。

3月 12日，是我市部分
服务性经营场所营业的第一
天，记者来到位于经济开发
区的爆锅蚝烧烤店了解相关
情况。记者注意到，凡是进
店顾客，都需要经过扫码登
记、体温测量、手足消毒等常
规“关卡”后，方可进入饭店
就餐。

“前几天在外卖点餐后，
就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烧烤，

今天恢复堂食后，特意来店
里尝尝味道。”家住三海尚城
的市民王桂珍对记者说，商
家毕竟是为了顾客着想，检
查严格点，我们到店里就餐
也放心。

“来店的顾客都挺配合
的，大家都遵照流程量体温、
登记，安全后才在店里用
餐。现在这么做，也是为了
大家的健康安全考虑。”该店
老板王舰介绍说，疫情确实
给自己的烧烤店带来了不小
的影响。但相信只要把烧烤
店的防疫工作做到位，为顾
客提供安全的用餐环境，疫
情过后必将迎来一波补偿性
营业收入。

王舰介绍说，自家饭店
正常情况下，最多可同时接
待 30余名顾客，有 3个房间
和 5个散台。自 3月 11日晚

间政府发布《通告》，恢复各
餐饮服务单位营业、在落实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的前提下
可提供堂食服务后，烧烤店
积极加大食品加工设施设备
的清洁频次，切实保障食品
安全。同时，要求店员全程
佩戴口罩，顾客进店时须佩
戴口罩。

“疫情发生后，好久没进
店吃烧烤了，现在吃着就
香。”当日午后，进店就餐的
市民李洪武一边吃着烧烤，
一边对记者说，看到朋友圈
分享的政府开放部分餐饮店
堂食通告后，自大年三十开
始就没“下过馆子”的自己再
也坐不住了，就忍不住开车
过来了。在店门口处登记相
关信息并进行消毒、体温测
量后，在体温检测无异常后，
才顺利地进入该店就餐。

感受“烟火气”安全又解馋

市民到餐饮单位就餐前需经过扫码登记、体温测量、手足消毒，在检测无异常后，方可
进店就餐。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3月 11日 0-24时，辽源
市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
疑似病例。

截至 3月 11日 24时，辽
源市累计确诊病例7例，累计
治愈出院7例，无疑似病例。

提醒广大群众，如您是
从外地返辽人员，要主动到
居住地社区、村委会登记，
配合专业人员开展医学观
察，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请及时联系居住地专

业人员安排救护车送到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辽源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0年3月12日

辽源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加强特种设备安检

针对疫情防控时期防疫用品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为了保证锅炉使用安
全，市市场监管局督促危化品储运单位及气瓶充装单位做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
确保特种设备在疫情期间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记者 李及肃）

“一人一策”抓帮扶

近日，由拉拉河镇卫生院组建的五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到辖区开展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一人一策”健康帮扶工作。“一人一策”健康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了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有病看不了、看病就医难、出门难等问题，“一对一”帮扶将有效为帮扶农村
贫困对象提供更为个性化、全方位、免费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记者 张莹莹）

览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