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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抓防控 合力谋发展
——“三抓”“三早”在行动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锋 采写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本版策划 咸凯慧

现在，“走遍辽源”环境整治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

开展“走遍辽源”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打造干净整洁家
园、改善城区整体面貌、提升城市精致品位，为打造幸福宜
居新辽源提供环境保障。

为了辽源更美好，各个部门行动起来了、党员干部行动
起来了、人民群众也行动起来了……

龙山区持续加强城乡环境整治，着重对那些未经规划土
地主管部门批准、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全面摸排，让乱
搭乱建的违法建筑在“拆”字面前无处遁形。西安区对城区
主次街路、城乡结合部、城区出口、公路、居民小区、单位庭
院、园林广场、水利河道、商业街等区域的环境卫生、城区秩
序、基础设施、各类管线以及工地管理、违建拆除、物业管理、
广告牌匾、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拉网巡回式”排查。市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全员出动，对影响市容市貌、违规建
筑设施进行大清理，为提高城市颜值出重拳除“脓疮”……

同时，我市很多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主动
到社区和社区干部、社区居民一起参与环境整治义务劳动，
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促进“人民城区人民管、管
好城区为人民”良好氛围的形成，引导群众自觉爱护、维护
身边的环境，形成人人爱护环境、人人维护环境，人人热爱
家乡、人人美化家乡的浓厚氛围。

环境整治进行中

按下发展“加速键” 城市复苏活力现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号角的吹响，我们辽源这座城市的每个“细胞”都逐渐活跃起来，城市的生机正逐渐勃发。记者奔赴企业生产一线、

奔赴农村田间地头，近距离记录这座城市复产复工后的情景；走进广场、市场以及部分服务行业营业场所，感受整座城市按下“加速键”后的生机、活力……

防控不放松，发展不停步。我市各大
中小企业争分夺秒抢夺最佳时机，一边从
严、从紧加强疫情防控，一边稳步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咬定目标任务，鼓足干劲
加油干，决心在最美的时节干出最漂亮
的事业。

在进入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之前，记者和随行
的西安区人社局工作人员按照公司
疫情防控要求接受了体温检测。
来到生产车间，记者看见车间里
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在忙碌
地工作……据工作人员介
绍，公司现在有不少订单，
工人们两班倒加速工作，

争取取得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双胜利。

据悉，为了助力
该企业顺利复

工复产，西
安区人

社

局积极履行职责，主动对接该企业，了解
企业用工缺口后，通过线上招聘的方式为
企业招聘工人。现在，该企业新招聘的工
人都已经通过培训上岗。

博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复工人员达到
130余人。原料、固体制剂两个车间开足马
力复工复产。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技
术员、包装员等一线员工正有条不紊地工
作。他们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一定距离，
有的在投料、有的在制粒、有的在包装……
从生产到打包每个环节都井然有序。

记者在吉林鑫达钢铁有限公司炼
钢厂门前看到，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
司在大门外设立疫情防控检测点，检测点
竖立“请佩戴口罩进厂、请配合测量体温”
的牌子非常醒目。检测点一旁，身穿医用
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厂区的员
工和来访人员进行严格的体温检测和消
毒，并翔实做好相关记录。在该公司炼钢
厂记者看到，各种专业生产机械整齐排
列，工人们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或监看
数据、或调控运行，一派忙碌景象。

记者走访的几家企业只是我市众多
第一时间抢抓开复工黄金期、按下产能

提升“快进键”企业中的一个缩影。
朝夕不倦，奋勇拼搏，辽源复工

复产企业快马扬鞭在路
上。

企业复产赶在前
我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全力确保政务服务
“不打烊”，为企业复工复产增强信心、保
驾护航。为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来到我市
政务服务大厅。

在大厅一楼，记者看到来办事的群众
依次接受体温检测。据市政务服务和数
字化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各个
窗口全面受理各项业务，实行线上线下全
面服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接触，该局通
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辽
源市政务数字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期间提倡网上办事的倡议书》建议非紧急
事项延后办理，并积极提倡网上查询、网
上申报等业务办理渠道，有效进行人员分
流。与此同时，该局还充分运用改革成

果，优化涉企事项审批流程，通过政务服
务线上申办、优化政务服务大厅办事流
程、灵活调整便民利企服务等方式，支持
推动相关企业复工复产。

在政务服务大厅的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行政审批窗口，记者看见有几位来办事
的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业
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主任李聃说：“为最大限度减少新冠肺炎
对辽源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积极利用登
记注册‘e窗通’等先进的申办系统，严格
执行《预约服务制度》《主动上门服务制
度》《绿色通道服务制度》《延时服务制度》
等多项工作举措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

‘快’‘简’‘优’审批服务，得到很多企业的
好评。”

政务服务不打烊

生活服务业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活服务业
复产复工对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市不但餐饮服务行业
开门迎客，而且诸如美容美发、商场超市以及沿街各类商
铺等相关服务行业也加速复工，让百姓生活有保障、更便
利。

记者在我市几家超市看到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新
鲜的蔬果色泽诱人，佩戴口罩的顾客测量体温后有序进入
商场选购商品。和疫情严重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超市购物
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市民王俊熙告诉记者：“在前一阵，自
己不敢轻易去超市购物，如果非要去的话就一次买很多东
西。那时候来购物的人神情大多比较紧张，买完东西匆匆
离开。现在，我的顾虑少多了，每次来购物也比较理性了。”
目前，人们购买生活用品，除了可以去超市，还可以去农贸
市场和早市。在龙山区东吉农贸市场内，肉、蛋、奶、瓜果蔬
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能够满足百姓的生活
所需。记者看到，沿街大多数店铺已开门营业，来此购物的
市民络绎不绝，还有些店铺的销售人员佩戴口罩，正在消毒
作业，为迎接客人做准备。

让很多人感到便利的是，现在送餐外卖小哥可以把外
卖直接送进小区了。外卖小哥杨师傅说：“前一段时间，送
餐只能送到小区外指定地点，点餐人需要自己去拿。现在
好了，我可以直接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以前出来工作看
着路上冷冷清清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儿。现在虽然疫情还
没完全结束，但车流、人流都多了起来，咱们城市又有了活
力，心里舒坦多了。”

百姓生活更便利
随着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市民的信心

不断提升，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外出散心透气、运
动健身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生活状态欣欣向荣，
预示着城市活力全面复苏。

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在每一个似曾相识
的日常场景中，我们所熟悉的这座城市，终于逐渐
回来了。

大街小巷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唤醒了我们这
座沉睡已久的城市。已在家“闷”了许久的人们，
戴上口罩走出家门，河边漫步，公园里走一圈，小
区里嬉戏，广场上晒太阳，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孩
子们也出门玩耍，享受连日来的好天气……曾经
再也寻常不过的这些生活场景，如今却最为美好
不过。

经历了这次疫情，自己才真正体会到，这座城
市里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恰恰是最美好的风景，
未来会更加珍惜每一天。市民李明鹏说：“道路上
的车多了、出门的人多了、商铺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大家的出门信心也增强了，这信心来自于我们上下
同心应对疫情取得的成就。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
不仅要珍惜现在的成果，而且还要积极响应政府的
号召，出门一定做好个人防护。”

辽源，这座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城市，正在明媚
春光中全面复苏，逐步有序地恢复正常运行，重新
焕发它的生机与活力。辽源人所熟悉的城市生活，
也正在一步步回归日常，并愈显美好与感动。

市民生活有序恢复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我市在战“疫”的同时，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
和最大民生工程，脱贫攻坚一刻也没有放松，脱贫攻坚行动
时刻在进行……

近日，东丰县小四平镇包保组长到全镇 16个村 107户
贫困户家中，开展精准扶贫“大走访、大排查”，详细了解小
四平镇贫困户在疫情影响下生产生活情况，全面排查每户

“两不愁三保障”工作情况，并根据贫困户的实际困难，积极
为他们出谋划策，将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落到实处。

春风送暖，大地复苏，又快到了播种的季节。东丰县残
联全体机关干部协同县脱贫办共同为农户家中送去化肥。

“感谢县里送来的15袋化肥，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大大
地减轻了生活负担，我一定要把地种好！”东丰县南屯基镇
红榔头村3组贫困户谢秀林高兴地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东辽县就业局和县脱贫办对
乡镇贫困劳动力就业动态和就业意愿进行调查摸底，按照
乡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数，合理确定岗位开发数量，制定
印发了《关于做好疫情期间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乡（镇）切实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线、救急难”
作用，突出岗位的“过渡性、临时性”，按需设岗、有序退岗，
科学控制岗位规模，共在全县13个乡（镇）开发了疫情防控
员和劳动力信息采集员 2类扶贫公益性岗位和扶贫特岗
170个。其中，扶贫公益岗94个，扶贫特岗76个。接下来，
东辽县还将继续加大就业扶贫工作力度，在疫情结束后，对
有培训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
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由体力型向技术型转变。

脱贫攻坚不放松

城市“烟火味”渐浓
民以食为天。随着餐饮业的复工，城

市“烟火气”渐浓。“烟火气”的回归，既是
城市活力的体现，也是安定人心的力量。

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在疫情紧急的
时刻吃麻辣烫、吃烧烤、吃烤肉这些在以
往看似平常的事情成了奢望。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好转，餐饮业营业了，很多人可
以吃上期待已久的美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市大部分早餐
店已经开业，这对于那些不爱做早饭的人
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街头巷尾的

餐饮店烟火气息渐浓，宅在家里多

日的市民走上街头“解馋”。在一家烧烤
店前，记者看见有打包的顾客，也有堂食
的顾客。一位手拿打包盒、戴口罩的顾客
告诉记者：“因疫情防控的需要，餐饮业暂
时关闭了一段时间。我平时爱吃烧烤，这
可把我馋坏了，每天盼望着能早日走上街
头，吃上久违的美食。虽然，现在烧烤店
营业了，也可以堂食了，但我还是准备打
包回家吃。”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
天不会到来。城市“烟火气”渐浓，标志着
社会逐步恢复生机和活力。

开足马力备春耕
春回大地，我市各地纷纷抢抓农时，忙生产，备春

耕……
记者在东丰县拉拉河镇国良农机合作社看到，县农

业农村局农机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正在维修合作社
的一台平地机。该合作社负责人说：“马上要用得上这
机器了，可得抓紧修好，不然可就耽误大事儿了。农机
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可是帮了我们不少忙，真的要感谢
他们啊！”据了解，为提高广大农民的农机技术应用水
平，东丰县农业农村局农机技术推广站加大农机新技
术、新机具推广工作力度，在全县开展“送技术下乡”活
动。他们针对 14个乡（镇）所需，按照培训对象涵盖农机
操作手、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等多种类型开展农机技
术指导。

在东辽县白泉镇万利种植专业合作社存放
机器设备的库房里，记者看见有专人在对大型农用机
器设备进行检修保养，为将要进行的春耕打好提前量。
在龙山区工农乡寿山镇的设施农业大棚里，有的农民已
经开始深耕、平整土地为播种做准备，有的农民正在忙着
育苗……西安区灯塔镇建国村 1组村民史慧和家人今年
通过网上学习，都已经掌握了选购种子、化肥的新知识，为
今年耕种增添了信心。他说：“往年春耕前，我都会按时去
参加区、镇组织的农技培训。今年有了网上教学，在家也
能接触到新知识。现在我们都在为春耕做准备，等天气温
度合适了，我们就能立即下地干活。”

时节不等人，备耕正当时。农村备耕一派繁忙，为大
地来年的丰收描摹着底色。

⑦随着复工
复产率不断增加，各类企
业职工上岗率正逐步实现百分百
满勤。图为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技术人员正在认真工作。

①为减少复工复
产期间企业办事压力，
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
管理局强化线上办公能力，
为人民群众办事营造出线上
线下同步办事的良好氛围。

②随着复工复产浪潮拥入农
村，全市各县（区）、乡（镇）按照国
家丰富人民群众菜篮子要求，日光
大棚种植果蔬已进入上市期。图
为龙山区工农乡一采摘园区内的
草莓即可开园迎客。

③多部门联合开展的“走遍辽源”主题活
动为小区宜居环境美化、亮化提供保障。连日来，
以社区为主体、以驻社区单位为结对的活动正如火如
荼地开展着。

④为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东丰县加大城区美化、绿化、
靓化复工复产率，积极组织园林中心开展城区内外及出口
绿化工作，做到防疫复工两不误 。

⑤为有效缓解复工企业用工难题，西安区人社局不断
加强企业走访工作，根据企业用工急需情况有针对性地开
展线上招聘会。

⑥中石油昆仑燃气吉林省分公司严抓防疫和生产，全
力加大产能，保障人民群众生活不受阻。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东辽县平岗镇身安村6组贫困户王伟正在向村干部介绍今
年的脱贫计划。为更好地助力贫困村民走上适合自己的脱贫路，
东辽县紧紧抓住“做”这个关键，不断加大走访入户摸查率，确保精
准脱贫落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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