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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一大早，登封市君召乡大滹
沱村村民刘桃枝戴好口罩，来到离家门
口不远的社区“巧媳妇”扶贫就业基地，
在经过测体温、消毒灯一系列防疫程序
后，走进车间，坐在自己的机位上，开始
了新的一天工作。

“以前村里没有企业，远处打工又
照顾不到家，家里收入仅靠爱人一个人
打工维持，生活确实困难，俺家曾被确
定为贫困户。现在可以了，在这‘巧媳
妇’里上班，不但每个月能拿到 3000多
块的工资，而且还能照顾到家。”刘桃枝
说，在村委的推荐下，去年她来到“巧媳
妇”搞服装加工，不但脱了贫，收入是稳
步增加。

刘桃枝所说的“巧媳妇”，就是君召
乡建设的扶贫产业就业基地。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有部分贫困
群众有就业意愿，但苦于没有就业门
路。2018 年我们与河南省服装协会合
作，政府投资兴建了7000平方米的标准
化厂房，省服装协会提供技术、设备和管
理，共同打造了这个‘巧媳妇’扶贫就业
基地。”君召乡乡长王磊介绍，“巧媳妇”
服装基地可提供就业岗位 350多个，年
产值达1500万元。

除了刘桃枝等长期员工在“巧媳妇”
基地工作外，今年的这里又多了些“特
殊”的员工，那就是受疫情影响，以前在
外工作无法返岗的村民。据扶贫基地车

间主管彭丽敏介绍，为了解决因疫情不
能外出务工人员就业问题，就业基地拿
出200个岗位面向乡里近期无法外出务
工的农民工定向招聘。

“我过去在江苏常熟打工，今年受疫
情影响，工厂那边现在还没通知上班，我
看这边还可以，所以就到这里先上着班，

既有了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家人和孩子，
感觉也挺好的。”在外务工没有返岗的张
志平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君召乡大滹沱村的草莓基地，仝
变丽正在草莓大棚里采摘着新鲜的草
莓。“疫情发生时，正好草莓也成熟了，销
售成了俺家人的一块心病。”仝变丽说，

正在她家为销售发愁时，乡政府、村干部
等通过朋友圈、线上电商帮助销售草
莓。“俺种的草莓卖到周边的乡镇里头比
较多，可受欢迎了，今天已经都预定完
了，虽然出现了疫情，但俺的收入没受一
点影响。”仝变丽采摘着草莓，脸上露出
了灿烂的笑容。

“村里现有的12个草莓大棚，其中5
个是贫困户承包的，平均每个大棚能带
来2万多元的收入。”大滹沱村党支部书
记赵淑萍说，“今年村里再投资132万元
建设 17个草莓大棚，引导村民走特色种
植发展之路，让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奔小康。”

据了解，君召乡全乡 21个行政村，
14个村为省级贫困村。近年来，君召乡
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抓手，每
年将 6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产
业。2017 年以来，先后整合 11个贫困
村财政扶贫资金，建立了“中国巧媳妇”
君召扶贫转移就业基地。整合 8个村扶
贫资金，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建设香
菇大棚 115座，种植香菇 90万棒，年产
200 万斤，带动全乡 251 户贫困户实现
就近务工增收，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5万元。鼓励村两委引导创办鞋帮加
工、服装加工、吨包加工、手套加工等劳
动密集型特色加工点 36 个，达到了 14
个贫困村产业项目全覆盖，2019年全乡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扶贫基地春意浓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申智慧 文/图

疫情暴发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默默无闻，与医护工作者、公安干警、党
员干部等共同奋战在疫情一线，他们的

“武器”不是手术刀、体温仪，而是簸箕、

扫把、铁夹、抹布……他们不辞辛苦做着

平凡的工作，守护城区的环境卫生，他们

就是：环卫人！

勇敢：风雨无阻冲在前
早上 4点半，天还未亮，天气寒冷，

环卫工人王巧菊已摸黑出门，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疫情防控对保洁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工作量也随之增加，沿着江

山路一路向北，干净整洁的马路边，王巧

菊在默默坚守。

50 多岁的王巧菊，2020 年已是参

加环卫工作的第 4个年头，今年春节期

间，她依然没有休息。

春节期间，一遍又一遍的清扫消杀，

王巧菊勤勤恳恳地完成每一天的工作，

无论风雨，她橙色的身影扮靓这条美丽

的街道。

严谨：特殊垃圾科学转运
“这些用过的口罩可不敢乱扔，都得

专门处理，要是让人乱堆乱放，污染了别

人咋办？”说起小区“特殊垃圾”的清理，
张振杰师傅再三叮嘱社区工作人员。

疫情发生以来，市民群众口罩用量
陡增，为防止废弃口罩和居家隔离人员
生活垃圾造成二次污染，惠济区在全区

各个社区设置 151 个收集点和 183 个
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对分类投放的废
弃口罩及居家隔离人员生活垃圾进行
专车专线收运。这些特殊垃圾从中转
站转运到区集中清倒地点，最终统一集

中处理。
张振杰师傅就是负责专线收运的其

中一员。每次在收运废弃口罩前，小心
翼翼一步步佩戴专用口罩和手套，张师
傅十分严谨。同时，车辆消毒杀菌也是
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不能让环卫车辆成
为移动传染源，我必须得仔细再仔细。”

暖心：后方保障跟得上
非常时期，这些“逆行者”的健康需

要被保护。霍海涛是惠济区城市管理局
垃圾收集清运公司经理助理。平时负责
惠济区辖区内中转站、垃圾环卫车辆的
日常管理工作、市场化外包道路及市场
化外包公厕的日常监督工作的霍海涛，
把每一位环卫工都当作兄弟姐妹，始终
把“逆行者”的安全放在心里。

“ 疫 情 期 间 ，城 区 的 保 洁 尤 为 重
要。我们的环卫工，都冲在一线，有坚
守在街道一线的，也有负责垃圾转运
的，稍不注意，就可能被传染，坚决不能
出事！”霍海涛首先通过个人多方协调
给大家筹集口罩 4000 个、84 消毒液
2400 公斤等，陆续发到一线工作人员
手中，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

疫情下坚守的环卫人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刘娇 文/图

高炉烧饼、鸡蛋油条、胡辣
汤、酸辣粉、肉夹馍、炒凉粉、粉
蒸丸子……这些美食就在未来
路街道金水锦江社区的楼底下。

3月 3日~5日，金水锦江社
区邀请建业物业大食堂餐车到
金水花园东区推出了“流动餐
车”进社区便民服务。不到 11
点，30余种招牌小吃纷纷亮相，

“流动餐车”成为小区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为保证安全，社区从餐车
进入小区就开始严格管控制作
流程，做好车辆及场地全面消
毒，划分取餐 1.5 米间隔线，并

且随餐放置安心卡，每一步都
提供足额的保障。

社区采取了“线上预定、楼
管送达”的安全配送模式，想吃
啥报给小区楼管，一个电话，几
分钟就送达。不仅解决了隔离
期间社区居民为吃饭发愁的

“心事儿”，还解决了老人、小孩
等行动不便人员的问题。

锦江社区书记郑大伟说：
“由于疫情的原因，好多居民反
映一个多月都没能吃到咱河南
地道风味，因此，我们就想着组
织一次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吃
得放心，也安心。”

美食搬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果 阴雨轩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杨
晴）昨日，记者从高新区创新发展
局获悉，高新区本土企业河南赛诺
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郑州科蒂
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郑州方欣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研发
的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研制项
目获得河南省第二批应急公关项
目立项。

此外，由郑州大学研发的复产
复工人员流动的疫情风险态势仿
真推演与智能精准防控平台建设
项目、郑州轻工业大学医疗废物无
害化应急处置设备及工艺的研发
项目也在第二批项目立项清单内。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郑州大学
张毅教授牵头负责的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研究专项，获得河南省首批
应急公关项目立项。

据了解，为有效发挥科技对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支撑作用，河

南省先后启动两批新型冠状病毒
防控应急攻关项目，首批应急攻关
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由 7
位科学家分别负责新型冠状病毒
的疫苗研究、检测试剂开发、临床
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7个专项的相
关攻关；第二批共对新型冠状病毒
防控设备研究、疫苗研发、医疗废
弃物处置等 6大领域的 8个项目予
以立项支持。

据高新区创新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创新发展局积极调动区内科技
资源，动员区内科技型企业发挥所
长，争分夺秒，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中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难
题进行科研攻关。目前，第一批已
组织 37个企业开展应急攻关项目
41个，领域涉及检测技术、药物、医
疗器械、防护装备等，相关研发工
作已全面展开。

高新区4个项目获
省应急公关项目立项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徐克镜）“你们在雨雪中值守，辛苦
了，这棉大衣赶紧穿上吧！”近日，
二七区房屋征收办采购一批棉大
衣和食品发放给 21 个卡点和 105
名值守同志。

据了解，近日，二七区委就“进
一步落实好一线工作者关心关爱
举措”，解决好卡点值班同志就餐、
御寒、休息、安全等问题，出台了关
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实
施方案。全区各单位通过开办“临
时小厨房”、发放防疫保暖物资、错
时调岗休息、社会力量资助等形
式，全力以赴保障一线疫情防控工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连日来，二七区持续开展“关
心 关 爱 医 务 人 才 及 家 属 慰 问 帮
扶”活动，联合有关街道累计走访
慰问 27 户一线医务工作者及家
属和 1 个医护人员集体，并向他
们发出“慰问信”，送上组织关爱
和精神鼓励。

基 层 各 单 位 也 纷 纷 行 动 起
来，区发改统计局建立了岗位轮
换机制，在不影响正常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轮岗值守；
区自然资源局单位值班人员抽出
休息时间为“前线”人员包饺子、
送饺子；福华街街道协调辖区酒
店，开办了“暖心食堂”，组建“爱

心便当服务团”，让值岗同志吃
上营养餐。五里堡街道出资 3 万
多元，依托爱心企业免费提供的
场地，开办临时“小厨房”，每天
提供两顿热饭。嵩山路街道筹集
资金 60 余万元，为 67 个社区卡
点 500 余名一线工作人员购置发
放了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和军大衣、暖手杯、电暖扇等保
暖 物 资 ，确 保 前 线 的 同 志 身 不
寒、心中暖、供给足……辖区其他
街道也都通过依托“公务灶小食
堂”，采取专人送餐、错时就餐、定
时加餐等方式，全方位解决好值
岗同志吃饭问题。

在发挥各单位工作力量的基
础上，辖区广大爱心商户和热心群
众也都积极参与其中。

人和路街道郑飞社区的袁记
饭店老板每天为卡点同志免费送
饭；侯寨乡招募郑秀玲为代表的20
名志愿者，成立了“临时炊事班”每
天将做好的大锅菜、馒头和米饭送
到卡点；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驻
郑州市拉面协会会长马它海日号
召 20家青海拉面馆成立免费送拉
面“志愿者团队”，将拉面馆开到马
寨镇“疫”线卡点上，把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拉面送给执勤人员……温
暖送至最前线，用行动向奉献者
致敬。

二七区关爱一线防控人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3月 2日，位于荥阳市王村
镇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现场，施
工人员戴着口罩，操作 6台打井机
忙碌地工作，几台推土机械也在有
序地作业。

荥阳市 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总投资 1500万元。该项目
位于荥阳市王村镇木楼、段坊、柏
垛、仁里等4个行政村实施，建设高
标准农田 1万亩，其中节水灌溉面
积为 0.37万亩，新打 260米深机井
31眼；新建变压器房 10座，架设高
压线 1780 米，埋设低压线路 4889
米；铺设地埋管道 12.462 公里；修
建水泥路 6.787 公里，其中 4 米宽

田间道 2.347 公里，3 米宽生产路
4.44 公里；种植楸树 2714 株。建
成后，旱能灌、涝能排、渠相连、路
相通，能够进一步增强土地抗灾害
能力，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
的平台。

正值春季农田建设关键时期，
荥阳第一时间建立了市农委、王村
镇政府、村委会、村小组四级联动
作战机制，提前做好复工防疫物资
储备，落实复工人员前期管理，抓
好复工期间疫病防控。同时，协助
企业做好复工报备审核工作，制定
疫情防控和复工方案，确保有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复工，按时保质
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荥阳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耿晖 李

艳芳 文/图）3 月 5日是第 57个“学雷锋纪
念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
牟县姚家镇疫情防控一线活跃着 24支志
愿者服务队，他们不畏艰辛、无惧风雨，守
护着自己的家园，在疫情防控中形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昨日，姚家镇用 863本
荣誉证书礼敬首批疫情防控志愿者与爱心
捐赠者。

自疫情发生以来，来自辖区老党员、退
伍军人、有志青年、社会爱心人士等各类志
愿者纷纷主动请战，加入志愿服务队。不论
是走在大街小巷宣传或是入户走访摸排，还
是在疫情防控服务点处，到处都活跃着他们
的身影，充当着“宣传员”“排查员”“跑腿员”

“守门员”等角色，“爱心捐赠者”自掏腰包向
各个疫情服务点奉献自己的爱心。就是这
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筑

起了抗击疫情的“红色长城”。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镇党委、政府考

虑到有的企业陆续开工，又正值春耕春种
季节，有些志愿者即将返岗，为树立先进典
型，凝聚榜样力量，激励更多的志愿者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姚家镇安排专人负责
统计即将返岗及已返岗志愿者名单，为他
们精心设计、制作荣誉证书，由镇、村干部
亲自入户送到每位志愿者手中。

大学生志愿者赵林说：“今年寒假是我
最难忘的一个假期，这份志愿者荣誉证书
我会珍藏一辈子。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证
书，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今后我会更加义
不容辞，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活动，为社会贡
献自己的力量。”

截至目前，姚家镇首批印制志愿者
荣誉证书 412 本，爱心捐赠者荣誉证书
451本。

抗疫一线彰显雷锋精神
中牟县姚家镇用863本荣誉证书礼敬首批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昨天上午，管城区迎来首辆

“返岗直通车”，车上搭载12名驻马
店市汝南县务工人员。经过检查车
辆手续，对乘客的健康证进行一一
登记检查、测量体温后，大巴车正式
进入郑州市区内。

为了支持企业复产复工，满足
企业用工需求，降低人员流动运输
的疫情传播风险，管城区成立复工
复产领导小组，对全区3000多家中
小型企业进行电话回访。积极做好
复工企业员工信息的统计、缺工企

业的信息发布，联系就业意愿的人
数和企业，为“送人到岗”行动提供
了保障。

当接到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富田城六号院项目部提出输
送12名返岗工人的申请，安排车辆
点对点对接复工返岗人员，并积极
与工人所在地驻马店市汝南县联
系，为工人逐一测量体温，发放防
护、消毒物资，按照额定载客人员的
50%控制客座率，切实防止交叉传
染。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首批点对
点输送企业的12名工人顺利抵郑。

管城区开通返岗直通车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丹 潘亚玲）3月4日上午，一位中
年男士走进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百花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手中的黑色塑
料袋中拿出10万元现金交到百花社
区党委书记王保森手中：“这是我个
人的一点心意，希望能用到社区疫情
防控上，助力早日战胜疫情。”

该男子名叫朱献国，今年 58
岁，是百花社区党委第四网格支部
的一名自管党员。他 1979 年入
伍 ，1989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2004 年转业后，于 2006 年创办郑
州蓝天健康体检服务院，解决近
400 人就业，先后被评为郑州市

“创业带就业”竞赛活动创业明星、
河南省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创

业标兵、河南省模范军队转业干
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自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百
花社区人员日夜坚守，严防严控，筑
起一道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朱
献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和家人
商议后决定以个人的名义拿出 10
万元积蓄，全力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据介绍，这
也是百花社区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
疫情防控捐款。

从 2月 28日开始，百花社区党
委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
组织党委成员及自管党员捐款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广大党员
积极响应，一笔笔爱心善款源源不
断地为疫情防控增添力量。

10万元善款助力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