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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明 崔振波报
道 3月 4日中午，在卡点值守的新
宾满族自治县响水河子乡下围子村
村民胡磊和未婚妻梁杰正准备吃午
饭，见有车驶来，赶忙过去登记检
查。村党支部书记李向军告诉记
者，他们二人原定 2 月 3 日举办婚
礼，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不仅主
动推迟了婚期，还一起加入学雷锋
志愿者团队，到现在已经在村口值
守了一个多月。

50 余年来，在抚顺这座“雷锋
城”，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已融入城市
的血脉，成为市民共同的精神追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众多像胡磊、梁

杰这样的雷锋精神传人火速集结到
战“疫”一线，服务群众，保卫家园。
3276支团队、十万余名抗疫志愿者，
一场群众广泛参与的抗击疫情斗争
在抚顺燃情上演。

“虽然我不是医护人员，但我可
以用自己的方式为群众提供安全保
障。”抗击疫情斗争中，抚顺聚沙公
益学雷锋服务队队长李德禄带领
286名队员捐款买原料，联系爱心企
业加班加点生产 84 消毒液。短短
一周时间，就捐赠了价值 20 余万元
的消毒液，解决了全市公共场所消
毒的难题。

“大家先歇会儿，这是刚出锅的

酸菜馅饺子，赶快趁热吃。”清泉爱心
团队志愿者孙富国和爱人迎着风雪
为卡点值守人员送来午餐。从 2 月
17 日至今，每天都能吃到志愿者送
来的热乎乎的饭菜，在寒风中值守的
工作人员眼眶湿润了。

在望花区光明街道发布抗疫志
愿者招募令后，不到一天时间，就有
600多名志愿者报名。出入登记、不
间断的巡逻、连续走访查情……社区
每天的工作烦琐又忙碌，但志愿者干
劲儿十足。年逾古稀的志愿者王增
琪说：“真正走到一线，才发现原来有
这么多人在付出，我确实感受到了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

在线下，遍布抚顺城乡的志愿者
每天奔波在抗疫一线；在线上，志愿
服务同样热火朝天。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抚顺阳光心理志愿者团队的
专业心理咨询师不仅承接了湖北远
程心理援助任务，还开通热线，免费
为全市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心理疏导、
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一个个凡人善举，一次次守望相
助，学雷锋志愿者用最朴实的行动诠
释着雷锋精神。下一步，抚顺市文明
办将在确保志愿者防护安全的前提
下，组织各界学雷锋志愿者参与到战

“疫”保复工工作中去，让志愿者成为
抗疫一线最美的风景。

抚顺10万学雷锋志愿者奋战抗疫一线
本报讯 到岗工人一天三次测量

体温，必须佩戴口罩上岗；每天对车间
和员工宿舍进行一次集中防疫消杀；
每4个小时对门把手、窗户等进行一
次酒精擦拭……大连市对口帮扶贵州
省六盘水市的产业合作项目——水城
县力威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复产以来，
一直坚持战“疫”生产两不误。

力威铝业是响应国家东西部扶贫
协作工作要求，结合大连市和六盘水
市两地产业优势以及“千企改造”转型
升级需求而引进的一家高新技术企
业。年前，力威铝业接到贵阳中铁项
目价值1000万元的铝模板生成订单，

恢复生产迫在眉睫。2月14日，经过
周密细致的防疫消杀、物资准备和人
员排查，力威铝业通过核准，正式复
工。力威铝业还通过水城县红十字会
捐款5万元用于抗疫一线，力威铝业
董事长赵天喜表示：“我们既然在六盘
水扎根，就想为六盘水做点事。”

在大连市与六盘水市的共同推
动下，截至目前，已有力威铝业、韩伟
集团蛋鸡养殖基地、誉创煤矿机械制
造、罗宾森充电桩等产业合作项目以
及水城经开区宝贵鞋业等扶贫车间
实现复工复产。

宋 宇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对口帮扶六盘水市项目
战“疫”生产两不误

3月4日，沈阳三洋重工集团大型机械设
备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钢花四射，工人们
正开足马力，加紧完成塔式起重机、电梯、压
力容器等主力产品的生产任务。

据了解，目前，该企业下属的12家子公司
和40家分公司均已复工复产，一线生产员工
的复工率达70%以上。

沈阳三洋重工集团制定了一系列“抓防

控、保生产”举措，集团整体运行比较平
稳。预计到一季度末，企业可完成原计划产
值的65%。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阳三洋重工所属企业全部复工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3月 4
日，记者从沈阳市沈河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沈河区线上线下同
时为企业办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业
务。截至目前，已审核通过 80 家企
业稳岗返还申请，返还资金 3026 万
元，惠及职工57286人。

沈河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统筹支持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是稳就业、支
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沈
河区以“少见面、不见面、网上办、马
上办”的原则，线上线下同时办理业
务，其中 90%的业务转为网上受理。

开通网上申报功能，简化工作流程，
主动对接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快复
核、发放。目前，已审核通过80家企
业稳岗返还申请，涉及公共交通和通
信保障、群众生活必需品等领域。

在为市民服务方面，沈河区开通
4个业务申报邮箱，分别为网上参停
保邮箱、失业人员记录核定打印邮
箱、失业人员材料接收邮箱和稳岗补
贴申请邮箱，累计受理业务 4000 余
条；开通座机转移、预留手机号等方
式，不见面解决群众及企业的疑难问
题，累计回复7000余次，问题解决率
达100%。

沈阳市沈河区
为80家企业返还稳岗资金

本报讯 记者李万东报道 “从
事农林牧渔业生产自主创业的农民，
可申请最高额度为15万元的个人涉
农创业担保贷款；支持中小企业从事
农业生产经营，实行担保费优惠政
策，对于10万元至30万元的项目，免
收担保费……”日前，葫芦岛发布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第一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出台 9 项利好措施，积极
支持农事企业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农业和农

事企业渡过难关。
在强力支持企业和个人进行农

业创业外，葫芦岛市还积极扶持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发展。

扶持设施农业发展方面，葫芦岛
市充分发挥省种植结构调整资金和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设施农业发展
中的引导作用，扶持全市新建设施农
业两万亩，打造省级高效精品设施农
业优势区。对当年新建设施内面积
10亩以上且集中连片的日光温室小

区，补贴 8 万元；对当年新建设施内
面积 10 亩以上的钢架冷棚小区，补
贴两万元。

为扶持果业发展，葫芦岛市决定
对50个市级高效精品科技示范果园
以奖代补：村级示范园25个，每个奖
励 8万元；乡级示范园 15个，每个奖
励20万元；县级示范园10个，每个奖
励40万元。全市以建设50个市级高
效精品科技示范果园为抓手，带动新
建果园6万亩，打响“葫芦岛苹果”等

自主品牌，建设省级优质水果特色优
势区。落实 2019年省级生猪良种补
贴项目，2020年5月底前完成良种补
贴资金兑付。

扶持渔业发展，葫芦岛市将实施
增殖放流项目。计划实施增殖放流
渔业资源苗种 1.424亿单位，促进渔
业提质增效、渔民增收。同时，推进
两个国家级海洋牧场项目建设，推广
复合渔业，实现水面、水体、底土综合
利用。

葫芦岛出台9项举措支持农事企业发展

战疫 我们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小微
企业的工会经费全额返还、开设小微
企业用工专栏、组织服务队送技能进
企业、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对职工进
行心理疏导、加强优秀职工宣传、帮
扶困难职工、为小微企业送温暖。连
日来，锦州市总工会推出8项措施帮
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小
微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遇到困难。锦
州市总工会对县以上直属小微企业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的工会经费定期全额返还，企业工会
可将返还的经费用于添置必要的疫
情防控物资、慰问一线职工或者生活

较困难的职工。
锦州市总工会还联合人社等相

关部门把小微企业岗位信息纳入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通
过微信平台开设小微企业用工专
栏，帮助企业解决员工招聘、就业服
务等问题。根据小微企业需求，开
展“订单式”培训，组织锦州市劳模
志愿者服务队“送技能进企业”，帮
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促进职工技
能素质提升。

同时，锦州市总工会加强走访慰
问生产经营处于困境的小微企业，对
符合“建档救助类”和“走访慰问类”
的职工开展送温暖活动。

锦州市总工会
推出8项措施扶持小微企业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3
月4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通
过自主开发工艺报警信息管控平台，
将DCS中工艺参数报警信息统一纳
入工艺报警平台管理，实现对 58 套
生产装置 2246个工艺参数报警的实
时监控。

一直以来，辽阳石化分公司工艺
报警存在处理滞后、无效报警频繁出
现、报警范围设置不当等问题。2019
年大检修期间，辽阳石化分公司通过
中心控制室 DCS 改造，新增对炼油

厂 350万吨/年常减压等 6套装置进
行监控，并对热电厂锅炉等9套装置
重新进行数采配点。

辽阳石化分公司重新规范统一
工艺参数设定逻辑，将工艺报警范围
设置为最小、最优控制，使工艺报警
范围设置与 DCS 报警范围保持一
致，真正实现“用报警消灭报警”。

目前，辽阳石化分公司通过强化
工艺报警管理，直接促进生产装置工
艺平稳率提升，生产装置综合平稳率
达99.94%，环比提高0.21%。

辽阳石化强化报警管理
提升工艺平稳率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3月4
日，记者从沈阳市城乡建设局获悉，
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确保建
设项目顺利实施，沈阳市日前出台政
策，在招投标、施工图审查、质量监
管、提高质量保修抵押金返还比例等
方面支持建筑业企业开复工。

招投标全程线上办理。推行招
标核准、招标文件备案、招投标情况
备案线上办理。通过招投标行政监
督系统实现线上公告、报名、下载招
标文件和公示中标结果。实行投标

保证金替代措施。除目前投标保证
金现金方式外，推行投标保函、保险
保证、担保公司担保等方式替代投标
保证金。

施工图审查线上办理。施工图
审查机构采取“网上出证不见面”的
工作模式，依托“沈阳工程建设项目
数字化审查系统”进行线上接件、出
证。施工图审查机构对重点项目提
前介入审查，优先办理，原则上 7 个
工作日内审结。

现场踏勘及施工许可变更，开

复工备案审查，质量、安全监管申报
登记、竣工验收、资质管理均实行

“承诺制”。其中，质量、安全监管申
报登记方面，对近期拟开复工项目，
在未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报
登记的情况下，建设单位做出承诺，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即可开展监管
工作，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后 3 个月
内补办手续。

提高工程质量保修抵押金返还
比例。对于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不
满５年的民用建筑项目，质量保修抵

押金返还比例由原来的 50%提高到
80%；对于竣工验收合格的工业建筑
项目，在不涉及第三方使用权益的情
况下，根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意
愿可全部返还。

沈阳市还规定，对因新冠肺炎疫
情不能返岗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允
许安排执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其他人
员暂时顶岗。因疫情防控导致工期
延误的，属于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
形，经合同签订双方协商，合理顺延
合同工期。

招投标全程线上办理 提高质保抵押金返还比例

沈阳多举措服务建筑业企业开复工

“各位‘楼长’，请立即排查境
外返回人员和出境人员，下午 3 点
前将排查结果报给‘网格长’，大家
辛苦啦！”3 月 3 日早 8 时，调兵山市
兀术街街道两千平社区党支部书
记关红晶在“楼长”微信群里发出
通知。

两千平社区 7 号楼的居民房晓
丽是一名教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她主动报名担任“楼长”。收到关
红晶的信息后，房晓丽马上和“单元
长”一起入户排查，4个单元48户居
民，他们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全部排查

完毕，并将信息表交到社区。
社 区 是 疫 情 防 控 的 最 前 沿 。

为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安
全防护网，两千平社区搭建起由

“社区—网格—楼长—单元长”组成
的“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架构。社
区以居民小区为单位，科学设置了6
个网格，“网格长”由社区工作人员
担任，每个网格有居民约 1200 人。
在此基础上，社区积极发动辖区内
在职党员、干部及热心公益事业的
志愿者担任“楼长”和“单元长”。目
前，两千平社区84栋楼、228个单元

全部落实了“楼长”“单元长”制度，
并形成了“社区整体一张网，网中有
格、格中有人、事在网中”的四级联
动管理机制。

“居民注意了，现在疫情还没有
完全结束，请大家不要放松警惕，尽
量少出门、少聚集。”“老李，你在家
没？打开窗户招招手。”自从当上“楼
长”，王玲每天都要拿着小喇叭走上
一圈，协助社区排查、管控居家隔离
人员。

“我是这栋楼的老住户，谁家有
啥情况我都知道。”说着话，王玲掏出

个小本指给记者看，“你看，我们这栋
楼36户居民的信息全在这儿呢！”小
本上，住户姓名、家庭人口、工作单位
等信息一目了然。

据关红晶介绍，在没建立网格
前，因社区人手不足，宣传、排查、重
点人员管控等工作千头万绪，压力非
常大，难免出现盲区、死角。推行网
格化管理后，各“楼长”“单元长”充分
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活跃
在社区各个角落，坚守各自的阵地，
为社区拉开一张纵横交错、组织有
序、信息畅通的抗疫防护网。

“楼长”勤跑腿儿 群众心有底儿
本报记者 狄文君

3月3日一大早，大连市旅顺口
区三涧堡街道韩家村农民王百健、周
波夫妻俩来到菜田播种菠菜。他俩
一边插拱形竹篾、扣塑料布，一边对
记者说：“今年春脖子短，土壤墒情
好，气温回升快，早一天播种就能早
点上市抢个好价钱。”

和他们一样，在三涧堡街道洪家
村的菜田里，菜农正忙着移栽小拱棚
头茬大头菜、生菜、花菜等叶菜，处处
是火热的生产画面。

三涧堡街道是大连市蔬菜生产基
地之一，露地早春菜播种面积达230
余公顷。针对疫情变化，街道采取“一
断五不断”措施，即严格隔断疫情，不
隔断抢种移栽、不隔断春耕生产、不隔

断农资运输、不隔断设施蔬菜采收、不
隔断市场销售，积极帮助菜农解决交
通、销售及生产中的难题，引导菜农、
果农及时开展春耕生产。

据旅顺口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
贻勇介绍，该区抓住当前土壤墒情好
的有利时机，加强技术支持以及种子
等农资供应保障，全面开展春耕生
产。眼下，仅三涧堡街道每天就有
1400多名菜农、果农投入春耕生产，
目前已播种早春菠菜、茴香、土豆等
8 公顷，移栽露地小拱棚大头菜、生
菜、花菜、白菜等叶菜 13 公顷，修剪
露地大樱桃树130余公顷。到3月中
旬，第一茬露地菜定植和播种农活将
全部结束。

土壤墒情好 菜农播种忙
刘焕恩 本报记者 吕 丽

本报讯 “疫情发生后，我们对
国外的最新政策不了解，对疫情下如
何保证产品质量也费尽了脑筋，如果
不是海关指派专业技术人员对咱进
行指导，企业的出口订单哪会这么顺
利就完成？”3月4日，谈起鞍山海关
的优质高效服务，鞍山槿宁有限公司
总经理缪宁满口称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鞍山海
关成立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主动联
系辖区出口企业，“专人专企”指导进
出口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
工作，特别是全力帮扶特色农产品出
口企业积极应对疫情。

鞍山海关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
充分了解企业的实际困难、出口意
向、复工需求，宣讲防疫知识及防疫
期间海关便企的服务举措。同时，依
托对外贸易“单一窗口”和“互联网+
海关”两大平台，开通24小时咨询热
线、关企微信群等无接触渠道，推行
全流程网上办理业务，进一步简化办
事流程，确保通关“零延时”。

2月1日至今，鞍山本地企业有序
开展进出口贸易，共出口特色农产品
294吨，货值达44万美元，产品出口至
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刘宝明 本报记者 刘家伟

鞍山海关助力特色农产品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