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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内防输入外防输出

我市严堵
市场流通环节
疫情传播途径
□记者 颜元滔 通讯员 何春艳 吕和平

本报讯 五金城市场作为我市最

大的商品交易市场和全国知名的五

金市场，经营户众多，且有不少是来

自湖北、温州、台州等地的商户和务

工人员，再加上市场开放式经营，疫

情防控难度较大。为此，五金城集团

全员投入到防疫阻击战中。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除了发放

书面通知、发送短信、张贴通告、发放

倡议书开展疫情防控宣传等常规操

作，五金城市场经营管理公司还组织

工作人员提前逐一打电话通知金城、

金都市场全体商户，要求延迟开门营

业。同时，对市场疫情重点地区商户

和套房租户人员进行地毯式排查，及

时掌握市场流动人员信息，并做好登

记、记录、跟踪等工作。

复工在即，五金城市场经营管理

公司又逐一与疫情重点地区商户取

得联系，劝阻返永，延迟开工，取得了

绝大多数商户的理解与支持。

目前，公司对市场进行封闭管

理，为五金城市场疫情防控工作织起

了一张牢固的“安全网”。

同样，为阻止疫情在市场流通环

节传播可能，金汇集团也在积极行动，

内防输入、外防输出，检测关口前移，

严堵市场流通环节疫情传播途径，确

保市场安全运行、民生物资保障平稳

有序。

农贸城作为全市农副产品最大

的批发零售市场，承担着保障全市蔬

菜供应的民生重任。从1月25日（大

年初一）开始就陆续有经营户开张营

业。如何做好既要保障民生需求，又

要坚决打好防控疫情传播仗，是一项

摆在金汇集团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此，除每天安排工作人员对

市场进行全方位杀菌消毒、对所有

进场人员进行体温测量、人员摸排、

宣传倡议等固定措施外，金汇集团

还要对蔬菜供货、存货情况进行实

时跟踪了解。

自 2 月 4 日起，为进一步落实保

供任务，农贸城恢复正常营业时间。

但只开放一个大门进出的措施，也造

成农贸城时常出现拥堵滞留现象。

为解决这一问题，金汇集团临时调派

丽州商城工作人员支援农贸城，在进

出口安排多组人员进行测温登记，解

决防控人员不足难题，尽量保持正常

的通行秩序。

同时，加强产销对接，协调经营

户全力保障民生供给，加大市场肉

类、蔬菜、水果等大量投放市场，进

一步拓宽货源组织渠道，增加商业

储备，及时补充市场货源，保障生活

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满足居

民生活物资需求。此外，农贸城每日

通报市场蔬菜价格行情，消除市民恐

慌心理。

芝英镇封贴空置房
阻断疫情输入

8日，走进芝英镇芝英三村可以看

到，村内一些空置房被贴了封条。据

介绍，为了在第二个“14 天”持续做好

疫情防控，芝英镇要求各村实行出租

房排摸查封管理制度，用一纸责任书、

一张封条落实房东责任制，严格把控

流动人口的进出，争取从源头上切断

人口输入对防疫工作带来的压力。

疫情防控战的第一个“14天”已经

过去，芝英镇内常住人口和已返永流

动人口的排查基本完成。对于黄色预

警的隔离对象，该镇不放松一丝一毫，

严格实行居家隔离。隔离期内采取“2

对 1”24 小时盯控模式，并对门安装监

控摄像头，打上双重保险。

此前，早在1月31日，芝英镇就已

将《房东传染病防控工作责任书》发放

到每位房东手中，要求房东自觉承担

起对租户的监管责任，管好自家租户：

针对已返永的租户，告知租客尽量不

出；针对现阶段未返回的，做到不漏一

人通知到位，进行劝返。对违规接收

外来人员的根据村规民约进行处罚。

疫情防控战的第二个“14天”是防

控的关键时期，芝英镇在各村对出租

房的全面排摸基础之上，要求对空置

出租房进行贴封，是否有新的租户进

村只要查看封条是否完好即可，极大

地减少了重复性工作，让出租房流动

人口管理更便捷明晰。目前，该镇已

排摸出租房总计 7412 间，贴封空置出

租房3945间。

花街镇巧织“三张网”
回村租客管理全覆盖

“你家租客回来了，请马上到执勤

卡点‘认领’。”近日，每每有租客回村，

花街镇小界岭村执勤人员都会致电房

东，让其到现场签订承诺书并签字“认

领”。这是花街镇正在施行的房东认

领责任制度，为的是落实“责任网”。

原来，针对外来人口多、人员结构

复杂等特点，花街镇在疫情防控期间

通过三项制度巧织“三张网”，即实行

房东认领责任制，织密“责任网”；实行

出租房编号登记制，织密“防控网”；实

行“线上网格”服务制，织密“服务网”，

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传播。

织密“责任网”，就是本着谁出租

谁负责的原则，夯实房东对承租外来

务工人员的第一责任。除湖北省、温

州市、台州市等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

人员外，需要进村的，由房东到卡点签

字认领后才能将其带入，并进行为期

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

织密“防控网”，就是在开展出租

房数量排查的同时，对所有出租房进

行编号登记，做好一户一档，并张贴编

有编号的告知书启封条。由党员干

部、网格员、流管员组成“红色管家”，

分区域不定期抽查房屋启封条启用情

况和家庭楼道口的监控录像，进一步

核实承租人个人信息与房东认领信息

是否一致，有效避免遗漏。

织密“服务网”，就是以行政村为

单位划分网格，组建房东微信群、外来

务工人员微信群等，由“红色管家”对

留观对象进行集中的线上管理与服

务，主要做好健康问询、物资配送、心

理疏导“三服务”，从线下走到线上防，

形成“线上网格”，保障其安心住家。

目前，花街镇已全面发动“红色管

家”参与出租房检查，排查辖区所有房

东 1880 人，出租房 13818 间，在册登

记湖北人 919 人，排查出湖北籍在花

街过年人员有 72 人，对有湖北、温州、

台州等地旅行史或居住史的住户进行

隔离观察，实现租客管理全覆盖。

城西新区1.3万份紧急
通知打响防控攻坚战

城西新区制造业强区的属性特

殊，外来务工人员基数庞大。1 月 26

日起，该区开始对各村出租房、企业厂

区开展大排摸，通过 1.3 万份紧急通

知、600 张排查公告、4000 多次拨号、

数百次实地走访和数不清的短信微

信，逐户逐企联系排摸。

随后的日子里，城西新区党员干

部的巡防工作从来不掉以轻心。每日

巡查不少于两次，且巡查必须实现隔

离点全覆盖，巡查内容为“六个是否”

（即居家隔离人员是否按规定居住；隔

离点设置是否规范；居家人员是否按

规定测量体温；生活垃圾是否按要求

处理；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是否有困难；

联村干部和村干部是否建立责任制

度）；为居家隔离对象送上“隔离指南

包”；所有被隔离人员与联村干部实行

实时定位，联村干部定时不定时与被

隔离人员通话，了解被隔离人员心态、

生活所需等⋯⋯一个个创新做法的推

出，切实保障了群众的安全。

不仅如此，在《永康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令（第 5 号）》发布后，该区区村两级迅

速行动，随即在全区铺开“持卡通行”

模式。

临时出行记录卡中包括户主姓

名、出行车辆、出行日期、出行人和出

行记录等内容。目前，记录卡采用上

门登记发放和检查卡点定点申领两种

方式发放，每张记录卡由各村严格把

控，按照户籍登记发放，避免出现“一

户多张”的现象。陌生的持卡者，必须

同时卡、证、人三者相符方可放行。

江南街道“红绿灯”队伍
严把防控卡口

“宝宝你先睡好不好，妈妈很快就

回来。”8 日，在永缙公路卡点，一名身

穿荧光衣的江南街道干部上一秒刚挂

掉电话，下一秒便拿起体温枪示意进

入卡口的村民停下测量体温，身旁是

同样身着荧光衣的村社干部拿着登记

表询问、记录。自疫情发生以来，江南

街道全体干部、各村社干部齐上阵，在

各卡口轮流值守，扛住为民防疫的“守

护网”。

为从根本上控制病毒传播途径，

江南街道对辖区内所有开放式村庄、

小区（城区经济合作社）实行严密管理，

设置 130 多个卡口，对出入车辆、人员

进行严格管控。江南街道党员干部、基

干民兵在街道党工委的号召下，主动参

与卡点值守工作，“红马甲”“迷彩服”

“荧光衣”涌入防疫一线，这支“红绿

灯”队伍缓解了守卡人员的紧缺。

“妈，我年轻身体好，我去村口卡

点值守就好了。”“不行，我也是一名党

员，只要有需要，我就竭尽所能服务人

民。”江南街道山门头村朱春兰坚定地

和儿子说。原本是乡村医生的朱春兰

在这次防疫工作中积极响应号召，主

动要求加入卡点值守队伍，脱下了“白

大褂”的她又套上“红马甲”继续发光

发热。这对上阵“母子兵”是江南街道

“红色力量”驻守卡点一个缩影。在江

南街道党工委的号召下，200多名党员

主动加入防疫一线。

“若有战，召必回。”自 7 日以来，

江南街道基干民兵也响应号召，积极

支援城区卡点疫情防控工作，每日 17

时准时驻守“关口”，直至24时，当好暗

夜中的防疫哨兵。“人民子弟兵，永远

为人民，防控疫情我们义不容辞。”一

名守卡民兵说。

□记者 胡颖 何悦 陈慧
通讯员 陈松志 赵小涵 王玉 傅夏冰

多管齐下管好出租房 风雨无阻站好设卡岗

全市严防死守织就平安防控网

■■战战““疫疫””在一线在一线

现在，走在永城的大街
小巷中可以看到不少住宅
区的主要出入口 24 小时都
有着执勤的身影。

目前，疫情防控战已经
进入关键时期，我市各镇街
区各自出招严防死守，密密
地织就一张平安防控网。

江南街道的江南街道的““荧光黄荧光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