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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1 启动预案
这个简短的消息，对调任云岩

镇仅 20天的党委书记袁玉梅来说
是一个重大挑战。接到消息后，袁
玉梅随即启动全镇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

一时间，33个行政村的无线大
喇叭、视频会议都处于待命状态，
无人机紧急升空绘制管控区域平
面图，车载喇叭安装到位，第一批
工作人员 15分钟内到达密接者家
里……

4月3日凌晨3时25分，宋某某
家中尚在熟睡的密接者袁某1、王某
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

“老袁，有急事，起来一下，不要
开门，你儿媳在西安被确诊为新冠
肺炎患者。从现在起，你们两口子
不能出去了，要对你们采取管控措
施。”说话的是云岩镇纪委书记马永
斌，他向老袁简短通报了情况并宽
慰了老两口几句，而在说话的同时
封条已经贴在了门口，警戒线随即
拉起。史村各个出口、巷道也在第
一时间被封锁，20分钟后第一批 11
户16名密接者都被管控。

凌晨 4时，史村的应急广播内
传出急促的声音：“紧急情况！紧急
情况！史村已被封锁，请大家待在
家中不要出门，等候通知。”同时，村
里的微信群也收到了消息，车载喇
叭不停地在村内巡回播放，每个路
口、巷道都有人值守，村内气氛一下
子紧张起来了。

10时 20分，史村在村的 79户
189人核酸全部采集；13时，第一批
隔离人员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根据流调，3月28日，确诊患
者宋某某与丈夫袁某某从宜川县
城返回史村家中，29日上午自驾
前往西安。

在村里，宋某某夫妻二人待
了一天半，长期住在村里的袁某
1成为二人的密接者。从抵达史
村到确诊的 6天时间里，三人在
村内的行动轨迹成了重中之重。

4月3日4时30分，根据行动
轨迹的排查，相关人员全部被管
控。

7时许，宜川县联防联控小
组传来指令：宋某某在县城的密
接者，4月2日下午分别回到了云
岩镇南苏村、杏卜峁村，其中付某
某乘坐班车，同车人员 30人，涉
及曲洲、堡定、二里半、西廻等 12
个村，密接人员如同竹筒撒豆般

“多点开花”。
突如其来的状况考验着袁玉

梅和全镇的党员干部，面对严峻
疫情，全镇各路人员从刚开始驰
援史村，到多路出击排查管控。

7时32分南苏村管控到位，7
时35分杏卜峁村管控到位，8时许
付某某同车人员全部管控到位。

10时35分，史村、南苏、杏卜
峁三个村全员核酸采集完毕，其
余管控人员127人全部上门核酸
采集完成。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接触
者的名单越来越多，排查范围越
来越广，零上20多摄氏度的高温
下，工作人员无人叫苦，穿着防护
服逐户走访、挨家排查。

2 严格管控
“隔离可能存在疫情隐患，但不

能把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隔离起来，
一定要确保隔离群众的正常生活，
一户也不能出现断粮断菜等问题。”
班子会上，镇长李虎涛的讲话掷地
有声。

随后，全镇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组建便民服务队陆续开始运
转，小到一头蒜、大到一袋面，服务队
的采购清单上应有尽有。

史村的海宝珠一家被带到了集中
隔离点，家里养的20多头猪成了大问
题。党员袁宁宁主动扛起这一重担，
为了让老两口放心，每次帮忙喂猪的
时候他都发一段小视频。

在深圳打工的刘向鹏回家后也被
隔离了，家里的面快没有了，吃的药也
快完了，公司催着回去上班，接踵而至
的意外让刘向鹏很是头疼，烦躁的他
一天之内打了好几次市民热线。

管控责任人马永斌与刘向鹏几次
沟通疏导后，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
两人还成了朋友，“等我隔离出来后请
你喝酒，当面感谢你。”电话里刘向鹏
笑着对马永斌说。

高堡村村民李浩身体不适，从宝
塔区前来接应的家人进不了镇，工作
人员一路护送，将李浩及时送到了县
人民医院。春耕生产在即，群众需要
的农药、汽油等生产物资出现问题，镇
上紧急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

米面油菜调配、果品销售、生产资
料运送、病人转运，从4月3日封村，到
4月13日封控区、管控区正式解封，全
镇没有出现一起因疫情而引发的次生
问题。

3 纾困解难
从4月3日封控区、管控区第一次

做全员核酸检测，到 4月 11日最后一
轮全员核酸检测完毕，最多的村连续
做了9轮。

3日 8时 20分，史村开始做全员
核酸检测，这也是云岩镇第一个做全
员核酸检测的村组。

“大家注意了，现在开始全民核酸，
各家各户按巷道分批到广场做核酸。”广
播里史村队长袁宁宁开始通知村民。几
分钟后，村民按照区域陆续接受核酸检
测，两个小时内连同19户隔离户在内的
79户189人核酸采集全部完成。

4日全镇全员核酸检测开始，33
个行政村 147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1.25万人。35组医护人员进村核酸采
样，下午6点前准时完成。

常住人口最多的汾川村有763人，
从第一个自然村到最后一个自然村横
跨15公里山路。雪白村沟内有天然气
井队施工，44名工人长期作业，核酸采
集时，从镇区出发单趟近1个小时，其
中颠簸的土路就得40分钟。

女包村干部郭亮亮每次都带着医
护人员上门采集核酸，“第一次去的时候
晕得难受，坐在车里看着陡峭的土坡心
里还是有些害怕，可这个事不能耽搁。”5
轮核酸，她在沟里跑了10个来回。

全镇单日核酸采集人数最多达
12584人，无一人漏检。4月13日云岩
的封控区和管控区正式解封，人们的
生活恢复往常。

果园里的苹果花陆续绽放，果农
们也开始忙碌春耕，度过这个不平凡
的春天，云岩的果农们将迎来收获的
金秋。

4 核酸检测

● 工人正在加足马力生产果袋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佳威 高雷波 记者 方大燕）走进宜川县云
岩镇上寺村的云辛果袋厂生产车间，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工人们正有
序按照生产标准，对流水线上生产的果袋进行扎带、装箱、搬运，他们
的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

“自从厂子开工以后，我就在这里干技术工，一个月下来差不多
能挣1万元，希望厂子越办越好。”今年36岁的技术工范延佳一边指
导工人，一边介绍道。

去年，云辛果袋厂生产的果袋供不应求；今年，由于疫情原因不
能按时开工，眼看果农套袋的时间一天一天逼近，在接到复工复产的
通知后，厂里马上开工生产果袋。

“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全部工人实行两班倒，按时保质保量满
足果农套袋需求。”经理李超龙介绍说。

在加大果袋生产量的同时，云辛果袋厂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选用优质原料，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力争实现高品质、低价位，以
优质的品质赢得了果农信任。

“我有 8亩果园，自从云辛果袋厂开始生产果袋以来，我一直用
的是他们的果袋，果袋纸张好，套出来的苹果果面好，苹果每年都能
卖个好价钱。”正在往农用车上搬运果袋的宜川县秋林镇赤塬村村民
王科学说。

据了解，为确保今年苹果的套袋需求，云辛果袋厂生产车间内2
条生产线加足马力全负荷运转，一天可生产400箱120万个果袋。同
时，云辛果袋厂计划在满足宜川县果农用袋需求的同时，逐步向延
川、延长等地推广，向周边市场推进，扩大企业影响力。

村办企业干劲足
果袋生产保需求

“过去跑断腿的事，现在只要动动
嘴，就有工作人员引导，带着咱去办，真
是太方便了！”

“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好，窗口也
多，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办理，确实是
高效、快速。”

……
走进志丹县政务服务大厅，屡屡听

到这样的赞扬声，人们感受着政策“厚
度”、体验着政府“温度”。

近年来，志丹县坚持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决策部署，紧扣群众和企
业办事需要，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推进
基层政务公开更专业、更规范透明、更

便民利企。

实现129类1224项公开

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原则，志
丹县认真学习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和
成功做法，制定出台了《志丹县全面推
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
施方案》，重点围绕国土空间规划、重大
建设项目、公共资源交易、社会救助、义
务教育、环境保护等 26个领域开展公
开事项目录编制工作，明确各部门工作
职责、工作任务和完成时限。

该县召开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推进会，指导政

务公开事项梳理，推动各责任单位相
互学习借鉴、查缺补漏。对公开目录
初稿，多次征求意见、修改完善，最终
形成县级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
录，并由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签字确认，
并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审核把关，提高
公开事项编制质量。

“目前，已完成了对基层政务公开
事项的梳理，共梳理出 26个业务领域
129类1224项公开事项与标准目录，并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志丹
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康庄说。

用信息“网上跑”换取群众
“一次都不跑”

该县依托陕西政务服务网，通过
“互联网+政务服务”，将线下业务搬到
线上，逐步推行“全流程、无纸化、零见
面”的电子化登记新模式，用信息“网上
跑”换取群众“一次都不跑”；公布高频
事项办理二维码，实现办理事项一码查
询；制作重点事项办理流程专栏，实现
办事群众“一次掌握”。

该县还整合全县门户网站、政务平
台、各职能部门的系统数据，将数据可
视化后展示在办事大厅、中心广场等群
众聚集地的 LED大屏，实时推送政务
信息动态、重点工作进展及网上办事流
程、进度、结果，努力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登录政府网站平台，按照要求提交
资料，一次就可以拿到证件。”志丹县绿
能油气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切身享受
到了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红利”。

让群众看得到、用得上、能满意

“利用公开栏、明白卡、海报、触摸
屏，重点突出服务和结果公开，并兼顾
决策和执行公开。”

“109个行政村互联网全部接通并
完成事项加载。”

……
近年来，志丹县强化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公开平台建设，及时发布工作动
态，大力宣传政策文件，快速回应群众
关切，全面掌握民生焦点。

利用“志丹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各
单位政务新媒体矩阵（微信、微博、抖音、头
条等账号），发布政务动态，解读法律政策，
开通互动渠道，满足群众不同需求。

同时，通过电视广播、橱窗专栏、电
子影屏等传统宣传平台，公布政务村
务、惠民政策、低保养老、退耕还林、土
地征占等信息，努力做到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事项全部公开，真正让群众看得
到、用得上、能满意。

2021年 11月，陕西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命名全省第二批基层政务
公开示范区（点）的通报，决定命名9个
县（区、市）为全省“基层政务公开示范
区”，志丹县名列其中，成为全市唯一一
个基层政务公开示范区。

“下一步，志丹县将紧盯基层政务
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目标，进一步推
进政务公开工作向基层延伸，持续扩大
政府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努力让政务
公开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志丹县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曹东阳说。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志丹县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综述

记者 雷荣

● 工作人员指导群众办理业务

“今年这个西瓜长得怎么样？快上市了没？”
“西瓜整体长得还不错，再有20多天就上市了。”
在延川县延水关镇新舍古村，高小晶正在大棚内打理西瓜秧苗，

第一书记郝明明不约而至，两人交谈甚欢。
“估算今年能卖多少钱？”
“去年卖了 3万元左右，今年比去年要早上市半个月，估计要比

去年的多一点。”
连日来，延川县延水关镇抓早动快，全面安排部署春季农业生

产，引导农民在黄河片区栽种黄河沙地西瓜，在红薯示范区域紧锣密
鼓地翻地栽种，全面开展大棚管理工作，农民抢抓农时，奏响了春天
的乐章，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新舍古村有 130多座大棚，以前一直种植西瓜和小瓜，经过这
几年的考察，觉得大棚冬枣的效益相当可观，所以后来经过村集体多
次的研究和开会，决定种植冬枣。目前，村上准备种 12亩左右大棚
冬枣，也就是 17个大棚。”大棚内，新舍古村党支部书记鲁水利正在
和村民一起忙碌着。

在延水关镇伏寺村，村民们也在紧张地翻地、覆膜，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这个棚是红薯示范棚，现在正在覆膜，已经进行 20多天

了，再有四五天就完工了。”伏寺村党支部书记张震前说道。
截至目前，延水关镇枣树管理4905亩，枣树套种5000亩，红薯示

范种植 2000亩，果树管理全面进行中，为农民今年增产增收打下了
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兰哲 胡凡 记者 方大燕） 4月 17日，记者在
宜川县云岩镇堡定村看到，果农们正在栽植新品种果苗，挖坑、培土、
浇水，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果农们脸上洋溢着喜悦。

近年来，堡定村作为全县苹果矮化全自根砧试验示范点之一，积
极试验新品种，大力推广应用矮化栽培新技术，通过主栽烟富八号苹
果，授粉树栽植维纳斯黄金的方式，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为实现全年
乡村振兴目标开好头、起好步。

王林峰是云岩镇堡定村村民，他家里有 15亩果园，以前的老品
种苹果产量少、收益低，一年到头来存不了几个钱。后来经过在外实
地考察、专家介绍，他引进了新品种苹果进行种植。

“这个苹果产量高、收入高，一亩地就能挂到 500多斤苹果。”村
民王林锋说，“今年，我又栽了几亩新品种，果园效益好了，以后的日
子也就越来越好了。”

春季是果园管理的关键时节，宜川县果业中心及时选派技术人
员深入各乡镇开展果园管理培训，为果农讲授栽植果树的技术要领。

“咱们采取高标准建园，行距4米、株距1.5米，一亩地栽111株；
果园建成后，第二年就可以见花，第三年亩产可以达到 1吨，第四年
亩产可以达到3吨左右，第五年就可以进入盛果期，亩产可以稳定在
4吨左右。”宜川县果业中心副主任白安兴说道。

据了解，堡定村现有苹果 168亩，相对于老品种，新品种管理方
便，可以机械化操作，省水、省肥、省药、省空间、省劳力。目前，宜川
县共建成新品种示范点 16个，为带动全县果业转型升级、果业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云岩抗疫记
通讯员 马永斌

苹果换代升级 点燃富裕希望

人勤农事忙 田间春意浓
通讯员 任孔雄 刘鹏飞

“你们镇史村村民宋
某某2日20时在西安核
酸混检结果阳性，已被隔
离管控，3日凌晨2时确
诊，宋某某丈夫袁某某也
在西安被隔离管控。3月
29日二人是从史村家中
直接到西安的，请立即采
取措施并展开排查工作。”

2022 年 4 月 3 日，
凌晨 3 时 10 分，一条来
自宜川县卫健局的消息，
让云岩镇立马进入了战
时状态。

● 医务人员上门进行核酸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