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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防控全力恢复建设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十项举措
2 月 11 日，国网丽水供电公司

出台应对疫情影响全力恢复建设助
推企业复工复产的十项举措， 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全面推动“战疫情、强保障、促
发展、增动能”工作，坚定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
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 具体如下：

一、强化电力保障
1.加强电力供应 ，确保可靠供

电。 实时跟踪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
情况，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做好
电力供需平衡，强化应急措施预案，
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疫情防控
期间， 全市居民客户欠费不采取停
电措施，实现“不出门、不接触、不停
电”服务。

2.强化疫情防控重点单位用电
保障。 对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场所、
疫情指挥部、 医药设备生产企业等
疫情防控重点单位及场所， 建立供
电保障全天候专属共产党员阳光服
务团队， 开展 24 小时在线供电监
测，配备应急发电车，协助开展用电
设备维护和巡视检测。 对临时增设
的疫情防控检查点的用电需求，服
务队将全程为其服务。 因疫情防控
确需增加第 2 路电源的， 免收高可

靠性供电费。
3.开展阳光助企行动 ，对疫情

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全面实施 “三零
服务”。 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类新
办、 需扩大产能企业全面实施零上
门、零审批、零投资的“三零”阳光服
务。 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确因
流动资金紧张、交费有困难的，疫情
防控期间欠费不停电。 免费为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医疗机构以及
规上企业、工业园区、小微园区等提
供能效评估和节能方案。 2020 年底
前， 免费为需要的高压用户提供一
次电气设备专业化巡视和状态评
估。

二、精益助力发展
4. 全力推行电力大数据服务。

协助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精准高效
防控疫情、复工生产。 积极用电力
大数据技术，动态监测全市电力负
荷和企业复工复产电力指数，分行
业、分区域做好数据分析。 辅助做
好小区居民流动情况分析，支撑地
方党委政府做好防疫和复工生产
决策。

5.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
开工、复工的企业，开辟专属办电通
道。 通过“网上国网”APP、电话等多

种渠道接受客户申请暂停、续停、减
容，减免基本电费，不受“基本电费
计收方式选定后 3 个月内保持不
变”“暂停用电不得小于 15 天”等限
制。 对因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
企业， 如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
结算基本电费， 超过合同约定最大
需量 105%部分按实计取。

6. 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支
持企业经营发展。 及时了解企业生
产情况和用电需求， 对因疫情防控
引发的企业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变
更、暂停及其恢复等业务，实行“当
日受理、次日办结”“先办理、后补材
料”，全力支持尽快复工复产。

三、积蓄发展动能
7. 全面推进在建重点工程建

设。坚决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全
力服务我市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建
设、“一带三区”生态发展、园区“二
次开发”、 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全
面复工金亭 220 千伏输变电、 西南
电网补强、 衢宁铁路 220 千伏配套
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好机场、
铁路等民生项目。

8. 加大新开工项目投资力度，
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前期工程。 重点
安排电网补强、开发区用电、产业聚

集区供电、清洁能源消纳、电源送出项
目建设， 力争全年电网投资 18 亿元。
新开工 500 千伏丽西输变电工程 、青
田-海口 220 千伏线路工程、220 千伏
鹤溪变扩建和 110 千伏沙湾、五丰、下
张、高溪等一批工程，以坚强电网提升
供电服务能力。 加快“十四五”电网规
划落地 ， 计划完成 14 项主网项目可
研、17 项主网项目核准。

9.积极做好工程复工组织工作。 按
照政府整体工作部署， 积极做好开复
工组织准备和安全管控。 及早制定工
程建设方案、完成相关前期工作，筹备
好队伍、资金、物资，确保疫情过后第
一时间开复工， 实现各类计划有序衔
接、高效执行。

10.开辟物资采购绿色通道。 建立
物资供应绿色通道，按照 “先实物 、再
协议、后订单”原则开展应急物资采购
供应。 紧急需求按照“随到随招”原则，
建立专车批次实施采购。 全面启动新
一批招标采购，采购规模 0.78 亿元，疫
情防控相关采购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

丽水大爱驰援新疆抗“疫”
本报讯（记者 庄啸）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丽水
市援疆指挥部全体成员以 “三个
地”的使命担当落实防控责任，增
强必胜信念， 以良好的作风真抓
实干的行动， 加强与受援地联系
沟通， 把助力受援地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最紧要的援疆工作来抓，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
援疆干部人才的应有贡献。

当丽水援疆指挥部得知丽水
市对口援疆支援地新和县、 兵团
第一师十三团存在疫情防控物资
紧缺，并且购买极其困难情况，主
动肩扛重任，勇往直前，会同新疆
丽水商会迅速行动，发出倡议。

“病毒无情，人间有情，丽水

援疆指挥部、新疆丽水商会将永远与
新和县、兵团第一师十三团人民站在
一起，永做新和县、兵团第一师十三
团人民坚强的后盾！ ”一份慷慨激昂
的倡议书很快就流传开来，在新疆丽
水商会所有成员中，掀起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工作的热潮。

所有人在倡议书的指引下， 发扬
“大爱无疆、善行天下”精神，齐心为“第
二故乡”共克时艰，他们以各种形式积
极参与到支援地防控疫情的行列中来。

截至 2 月 9 日，丽水援疆指挥部
协同新疆丽水商会募捐和采购防护
服、医用手套、消毒药水等急需物品。
目前， 指挥部正在克服各种困难，积
极协调运输工作，争取早日将防控物
资送达受援地，支援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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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的党员志愿者勇往直前，将生鲜产品免费送到居家隔离居民手中———

“雪中送炭”传递浓浓关爱
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李硕

连日来， 丽水山耕梦工厂的党
员志愿者们， 忙着将一批批承载满
满爱心的生鲜产品免费送到部分居
家隔离居民手中， 解了他们的燃眉
之急，传递着浓浓的关爱。

“你们的爱心配送有如雪中送
炭！ 真的太谢谢了， 看到你们的绿
色标志，我们都安心很多！ ”领到生
鲜产品的社区居民感激地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打响
以来， 市农投公司一方面投身疫情
防控工作，积极参与“硬管控”，同时
立足行业资源优势， 发挥维护市场
稳定和满足市民生活需求作用，主
动提供“软服务”，让“丽水山耕”这
个丽水人民的公用品牌， 给防疫战

中的丽水人带去一抹绿色的安心。
作 为 疫 情 防 控 环 节 的 桥 头

堡———社区的防控工作压力与日俱
增， 隔离居民日常生活补给保障愈
发重要。 一份平日寻常不过的生鲜
蔬菜，无声地传递着温暖与陪伴。

“在采购食材环节，我们第一时
间联系了相关合作商家， 采购到当
天最新鲜的食材。 党员就应该冲锋
在前，我是党员我先上！ ”党员志愿
者吴巍说。

为准备这批物资， 丽水山耕梦
工厂党员志愿者们一大早便备货包
装， 从采购到配送全部由自己动手
完成。 能把丽水人最放心的 “丽水
山耕”农产品安全送到隔离居民的
手中，给他们带去一份安心，每个参
与的人员都很自豪。 在他们看来，

立足行业优势为社区做一点力所能
及的事，是一份责任。

“我们作为志愿者，给社区隔离
人员送去慰问品， 听到老百姓暖心
的话，再辛苦，都值了。 为百姓做点
实事，他们说好，才是真的好！”丽水
山耕梦工厂副总经理刘晟深有感触
地说。

从朋友圈得知丽水高铁站十几
位民警每天在抗疫一线执勤 16 个
小时，只能用泡面充饥，丽水山耕梦
工厂紧急联系瓯态园、望军山、一米
商城，无偿将各类生鲜果蔬、油盐酱
醋送到顺心阁面馆， 再由热心的面
馆老板爱心接力， 每天做好热腾腾
的饭菜送给在高铁站执勤的民警。

爱心行动很快得到了更多爱心
企业的积极响应。 丽水市程氏畜禽

有限公司负责人程勇清迅速备货 500
公斤鸭蛋， 通过丽水山耕梦工厂爱心
配送人员免费送给居家隔离市民手
中。 丽水鱼跃酿造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旭东带着公司员工， 拉来了一车
产品来到丽水山耕梦工厂， 要把 216
份优质的酱油和醋送给居家隔离的人
员。 受疫情影响，工厂目前还没开工，
他从紧张的库存里优先调配出来这批
爱心物资。

“我们帮您把菜配好了！ 丽水山耕
服务升级，净菜上线，不用洗，不用切，
配料全。 ”为满足普通市民“菜篮子”需
求，目前，丽水山耕梦工厂已开通过微
信小程序平台推出生鲜宅配产品 ，进
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时期农产品供给服
务体系。

连日来，丽水农
产品批发市场在相
关部门的许可审查
和帮助下，正在陆续
复工 ， 目前共有 20
户开门营业，以保障
市区农产品的供应。

记者 戴昕律 摄

2月 10日， 景宁畲族自治县启文中学学生在家中通过线上教学上课。 当
日，该县中小学校开始安排学生在线学习，确保学生“停课不停学”。

记者 陈炜 特约摄影记者 李肃人 摄

坐着轮椅参加战“疫”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黄玲晓 包珊珊

“您 好 ， 请 配 合 测 一 下 体
温 。 ”

“请问您去过武汉吗？ 您有
亲戚朋友从武汉来吗？ ”

2 月 10 日早上 8 点，一辆黑
色轿车缓缓驶向青田县仁庄镇吴
岸村的疫情防控宣传卡点时，头
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坐在轮椅
上的吴永民立即示意停车。

小轿车停了下来， 司机面对
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志愿者”也挺
配合，“没有， 我是给大家来运物
资的。 这么冷的天，你还来执勤，
辛苦了。 ”

“这是应尽的责任，感谢您的
配合。 ”为司机测量好体温后，吴
永民微笑送行。

这已经是吴永民参加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第 7 天
了。 在仁庄镇吴岸村疫情防控宣
传点，吴永民每天要值守 8 小时，
尽管手脚冰冷， 耳朵被寒风吹得
通红， 但他依然坚持向村民发放
宣传单，督促村民戴口罩，用小喇
叭播放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知
识。

吴永民是仁庄镇吴岸村的低
保户，由于腿部残疾，身体不便，平
日里只能靠轮椅出行，但在得知此
次疫情的严重性后，他第一时间就

有了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想法，在
得到村里同意后， 他努力克服身体缺
陷，主动报名，参加村里的“群众服务
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为家乡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每天主要就是在卡口处值班
值守， 对来往车辆进行排查登记，劝
返外来车辆驶入本村，配合村委发放
宣传资料， 宣传引导群众戴口罩，尽
量减少出门。”吴永民告诉记者，一直
以来，因为身体原因，大家都在用各
种方式帮助他，这次他也想做点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冬天的，坐着轮椅很不方便，还
天天都来执勤和宣传，太不容易了。”一
位村民感动不已。 “用爱心奉献责任与
担当的精神，让我们太感动了，你是我
们的榜样！ ”村民纷纷为他点赞。

有人好奇地问他，“你腿脚不方
便，为什么还要参加志愿服务？ ”

“疫情来了，要主动上‘火线’，这
也是我的责任。”吴永民微笑着说。能
为社会、为国家尽点微薄之力，很开
心。

他是这样回答的， 也是这样做
的。 这不是吴永民第一次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近些年，青田县里大大小小的
志愿服务活动中都经常看见他的身
影。除了志愿服务，吴永民还热衷于为
残疾朋友重树信心，并积极捐献爱心。

吴永民表示，有多大能力做多大
事，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只要疫
情不结束，就不下“火线”。

连续 18天免费送白粥、馒头和小菜

两位老人送的早点，散发着爱心热气
记者 雷晓燕 通讯员 施舒威

“大家辛苦了，快吃早点，来，多
吃一个馒头，趁热乎赶紧吃。 ”昨日
上午 7 时许， 俞爱莲奶奶将热气腾
腾的白米粥和馒头、 香甜可口的小
菜， 摆上疫情防控监测站的简易桌
子后， 接着麻利地给值班人员盛上
热乎乎的早点。

这已是俞奶奶连续 18 天为大
家送爱心早点了。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缙云县双溪口乡根据上
级安排部署， 在平黄线平坑口自然
村设立市际疫情防控监测站， 每天

安排医务、路政、交警、综合执法、乡
政府等工作人员，24 小时对过往车
辆进行劝导和排查。

监测站设立之初，条件有限，值
班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只能吃泡
面、 饼干面包等。 监测站负责人看
到后， 很是心疼， 想通过当地村干
部，出钱改善工作人员的伙食。

家住塘孔村平坑口自然村的
俞爱莲奶奶知道后，和老伴杨珍桃
一商量，主动报名。 她对村干部说：
“我愿意送 ，但不要钱 ，要钱 ，就不
送。 ”

俞爱莲今年 74 岁，老伴 82 岁，
老两口平时靠退休金过日子。 “够

用。 ”老奶奶解释说。
“抢”到任务后，老两口每天清

晨 5 点多就起床忙碌，一个烧柴火，
一个煮粥、炒小菜、蒸馒头。

6 时 50 分，早餐做好，俞爱莲奶
奶双手拎着稀饭、馒头、小菜、碗筷出
发了。 监测点距离他们家 500 米左
右，由于腿脚不灵便，东西又多，俞奶
奶要往返送两趟。

吃上热乎乎的早点， 监测点工
作人员、 路政舒洪中队吴丽明说：
“作为一名路政干部，在监测点值守
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而俞奶奶每
天都这么早给我们送早餐， 真的挺
感动的，太感谢了! ”

监测点的 12 名工作人员，都品尝
过老人的爱心早点。 粥，是普普通通白
米粥；菜，是自己腌制的咸菜；馒头，是
自己制作的白面馒头。 但老人的心意，
让坚守了整整一个寒夜的工作人员感
到特别的温暖和感动。

双溪口乡党委书记王华云说：“热
乎乎的早点，让我们心里暖暖的，说明
群众惦记着我们呢！ 俞奶奶和杨爷爷
这暖暖的心意， 更加坚定了我们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

面对点赞 ， 杨珍桃老人却说 ，这
是他们应该做的 。 “监测站是大年三
十设立的 ， 大年初一早上同志们却
只能啃面包 、饼干 ，吃方便面 ，看着
真令人心疼 。 我入党 60 年 ， 在这个
特殊时期 ， 必须要为党和政府做点
什么 。 ”

“只要监测站还在，我们就会一直
把早点送下去， 要让每一位同志喝上
热粥。 ”俞爱莲补充道。

量身定制复工方案 成熟一个复工一个

云和企业复工开足马力抢生产
本报讯 （记者 赵泰州 陈雅

雯 通讯员 叶玲）昨日早上 8 时，
云和县军达轴承有限公司的厂房
里按时响起了熟悉的机器运转
声。 “听说我们复工了，我的微信
响了一个早上 ， 都是追加订单
的。 ” 企业负责人杨建军高兴地
说，县里积极给政策、给服务，帮
助解决了生产资料运输、防护用
品短缺等困难。 “防疫和复工两
手抓，我们准备好了！ ”

2 月 9 日，军达轴承有限公司
提交了复工申请。但在复工前期准
备工作中，驻企服务员夏云伟发现
员工进出村（社区）和工业园区路
口卡点不便是制约企业复工的突
出难题。他立即将问题上报县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商讨
解决，并结合军达轴承有限公司实
际， 为企业制定了专属的复工方
案，精准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县里每
家企业在复工中都遇到了不同问
题。 ” 云和县工业园区负责人介
绍说，受疫情防控影响，该县企业
在复工中遇到了口罩短缺、 运输
不便等问题。 为此， 云和创新实
施“一人一企”“一企一策”服务制
度，为 69 家规上企业派出专职服

务员，在指导企业落实防疫各项措施
的同时，针对企业复工遇到的不同问
题量体裁衣，帮助企业制定专属复工
计划，为企业顺利开工保驾护航。

“首批复工的员工控制在 100 人
左右，没有外地员工，已经准备了口
罩 3000 只，消毒液 200 公斤，食堂暂
不开放， 实行弹性工时……”2 月 11
日是云和县新云木业集团驻企服务
员叶斌杰上岗的第三天，在梳理完企
业复工材料和遇到的问题后，叶斌杰
为企业做好了一套专属的复工方案，
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

走进昨日同时复工的浙江诚创
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远远就能闻到消
毒水的气味。 “我们每天都会对办公
场所和生产车间进行全面消毒，并且
要求员工早中晚都进行测温。 ”企业
相关负责人吴丽芬表示，复工的前提
是疫情防控要到位，要安全。 现在员
工之间讨论工作都改成了微信交流，
避免直接接触，大家都很自觉。

按照 “成熟一个复工一个” 的原
则，云和广大企业正有序准备复工中，
目前已有 3家企业正式复工。为帮助和
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云和还出台了《关
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
二十条意见》，为全县企业送来战“疫”
“及时雨”，促进广大企业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