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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8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局了解到，疫情期间，为避免

人群聚集，我市暂停开放社保

大厅。但为方便群众办理社

保业务，市人力社保局在社保

大厅外搭建帐篷，方便群众现

场经办业务。

人力社保局
搭帐篷办业务

记者 王靖宁 通讯员 方钦 摄

□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李月翠

本报讯“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
刚开始时有人说过不愿意吗？直到
这一刻，我觉得我有必要做一个明确
的表态，让别人知道，我愿意！身处感
染科，本身就做好了迎接无硝烟的战
斗的准备，没什么愿不愿意的，这就是
我的责任。”这些天，这样一句话在市
一医感染科青年文明号里响起，紧接
着，是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回复“说得
好！”“一天感染人，终身感染人！”“大
家加油！”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市一医感染

科首当其冲。其中，作为省级“青年
文明号”，市一医感染科 30 余名年轻
的医护人员冲锋在第一线。他们与同
事一起，迅速响应上级号召，启动专项
应急预案，及时调整发热诊疗流程，开
设医学观察区、负压隔离病房。

“没有红手印，没有红印章，身在
感染科，疫情就是命令。”市一医感染
科青年文明号号长胡文静告诉记者，
该科医生李成行1月27日专门到义乌
学习新冠肺炎诊治流程等，1 月 28 日
就进驻隔离病房，这些天积极承担采
集咽拭子标本等任务，从不退缩，若不
是隔离病房也缺人手，他还想到武汉

一线支援；该科护士楼群儿支援武汉
一线，如今担任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护理组长；其他同事，也日夜坚守在发
热门诊、医学观察区。

胡文静说：“从春节前到现在，我
们都没有回过家。下班后，也要在医
院指定的隔离观察区隔离。隔离病
房的医护人员还能分批上岗，但我们
不行，我们从始至终都要坚守在第一
线。对此，大家没有任何怨言，因为

‘青春为患者，服务在感染’，这是我
们当初创建青年文明号的口号，也是
我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王新溪 徐溢

本报讯 疫情防控不能怠慢，农事
也不等人。为打好春耕备耕关键一
仗，奠定今年粮食（农产品）生产基础，
市农业农村局迅速明确目标、制定扶持
政策、调运储备物资、采取保障措施、
深入开展服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

2020 年，我市粮食生产以稳定
“米袋子”“菜篮子”等为总目标，争取
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13.5 万亩，总产量
6 万吨，粮食生产功能区提标改造 0.2
万亩；蔬菜种植面积9万亩，总产量11
万吨，稳定主要蔬菜基地0.22万亩。

今年，我市继续实施每亩 200 元
的规模种粮补贴，每亩 100 元的规模
种植油菜补贴，以及种粮大户贷款贴
息和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补贴政策。

确定早稻订单品种 3 个、晚稻订单品
种 4 个，订单数量 1.7 万吨，比去年增
加了 0.2 万吨，预计种粮亩效益可以
增加 30 元以上。目前，市政府已出
台政策，鼓励利用水稻田、毛芋地等
轮休田种植应急蔬菜，单户连片新种
面积达到 5 亩以上的给予每亩 300 元
补贴，全市力争新增蔬菜种植 500 亩
以上。

为保障农业生产供应，市农业农
村局已提早向省农业农村部门紧急调
运了早熟五号、苏州青和鲜食大豆等
蔬菜种子，目前应急蔬菜种子已陆续
发放到户。同时积极做好早稻、杂交
稻种子以及化肥农药需求和库存情况
的摸底，目前我市库存化肥 2600 吨、
农药 8.9 吨，基本满足需求，为粮食生
产做好种子农资保障。

与此同时，市农业农村局一方面
调查本地种粮大户目前闲置空地面
积，鼓励粮农积极备耕扩大新种蔬菜
面积，落实蔬菜新种面积约 90 亩；另
一方面，配合相关部门创新蔬菜营销
模式，开展“基地直采+邮政配送+市
民餐桌”便民助农活动，设置了 20 个
社区支配点，累计配送蔬菜约 19 吨，
对接本地大型超市 6 个，有效缓解了
菜难买、菜难卖的难题。

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
产，近期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积极
开展“三服务”，积极对接相关农业行
业企业，了解复工复产情况，帮助企业
解决生产、销售等困难；及时跟踪粮
农、菜农关心的肥料、农药、种子等农
资供应问题；及时开展春花作物、水
果、蔬菜等作物的技术指导。

提前做好农资保障，发放多项种植补贴

多项“利好”保证全市粮食蔬菜稳产

□记者 章芳敏

本报讯 连日来，市检察院采取线
上帮教、远程提审、视频宣告等多种模
式，确保办案、战“疫”同步展开。

“为了防疫需要，我们现在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向你宣布不起诉决定。”
13 日，市检察院检察官通过视频对涉
罪未成年人小胡宣布该决定。

据了解，这是检察院视频办案的缩
影。近期，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还针对
当前急需办理的案件，以视频会议的形
式进行案件合议，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见面交谈。

此外，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帮教工
作有序开展，检察官采用电话、视频、网
络等联系方式联系了 9 名还在考察期
的附条件不起诉对象，了解其身体状况
及当地疫情防控情况，告知疫情防控知
识。检察官还与帮教对象谈心，稳定其
情绪；让帮教对象通过网络上传考察材
料，减少人员流动；与委托帮教人做好
工作对接，取消面对面的帮教形式。

远程视频系统办案
助力检察“战疫”

□记者 应柳依

本报讯 春节开年以来，为坚决打
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有序推动全市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市司法局组织市律师行业党总支、
金华市律师协会永康分会成立了疫情
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法律服务团，第一
时间入企为其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企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可抗
力’如何认定和应对？”“疫期合同应如
何延期？”“与疫情相关的合同在履行过
程中违约时应如何应对客户索赔?”9日
起，市司法局抽调了15名党员干部分成
7 个工作小组，选派 7 名优秀律师组成
法律“服务团”，深入石柱镇40家规上企
业走访排摸，从员工信息、产品订单、合
同履行等情况入手，详细了解和掌握疫
情防控期间遇到的涉法问题，进行详细
解答，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经陆续走访，发现不少企业遇到
的是同样的法律问题，为此，我们针对
实际复工复产的热点话题专门整理推
出涵盖疫情法律快递、以案说法等10多
期系列文章，以便能够更好地扩大普及
疫情防控相关法律知识的覆盖面。”作
为“疫”线提供法律服务的“智囊团”，市
人大代表、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周
跃明表示，除了在线上提供有效的法律
知识补给外，律师队伍还及时编印了

《企业复工复产合同履行法律问题 15
问》等宣传资料，直接送到企业主手
中。同时，开通法律服务热线，对外公
开服务团成员电话热线号码，为企业提
供量身定制的法律服务。

目前，司法局仍不断发挥职能优势
“最大化”，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宣传，针对
已复工的企业按照“六个强化”的管理要
求，监督落实好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开
展动态跟踪。另外，部分律师党员还自
发捐购价值20000元口罩等防护物资，
助力企业更好地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市一医感染科青春文明号在行动

青春为患者 疫情是命令

市司法局“智囊团”
入企解忧

□记者 吕高攀 通讯员 胡励

本报讯“最近几天，不少企业相

继开工，外来人员的返岗潮很快就会

到来，意味着我们疫情防控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18 日，前仓镇前仓村党支

部书记李法云与村里的巡查队员绕村

走了一圈，挨家挨户登记租户的返永

情况，并与房东一道将出租房和空置

房一一贴上封条。

据悉，前仓村做好迎接外来人员

返永的同时，采取“一门一封条”“一户

一党员”“一看一汇报”的“六个一”举

措，确保疫情防控到位。

李法云介绍，考虑到前仓村外来

人口众多、人流量大，光靠联村干部、

村干部的力量远远不够，村里充分发

挥共产党员、村民代表在抗击疫情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采取“一户一党员”

的网格化管理，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就

是网格员，让排查工作真正做到“不漏

一户，不少一人”。

目前，前仓村有 60 岁以下的党

员、村民代表 60 人，近 400 个租户，每

一名党员联系 8 户出租房，进行日常

巡查、人员排摸、入户宣传等工作，将

本次疫情防控工作纳入党员量化考

核，压实责任。

各网格员每日到联系户家中实地

查看一次，在下午4时前向联系村干部

汇报，有新外来人员入住的，摸清情况，

以表格的形式将相关信息上报村两

委。“我们现在‘一门一封条’，只要发现

‘封条’坏了，就知道这家有人回来了，

即可第一时间上门跟进。”李法云说。

前仓镇党委副书记李江说，前仓

镇全面实施“六个一”做法，并组建宣

传组、走访组、值勤组等多个小组，通

过贴封条、党员网格化管理等方式，多

重关卡精准掌握外来人员返永情况，

确保了返永人员健康信息收集全覆

盖、零遗漏，掌握安全工作的主动权。

另外，外来人员返回前仓镇后，居

住时间未满 14 天和新入住的外来人

员，根据风险评估，进行分类管控；需

要隔离14天的，同房东一起从严落实

管控，确保居家隔离到位；外来人员不

服从管理的，及时向村两委报告。

“党员包户制”做到不漏一户 不少一人

前仓“六个一”确保返岗信息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