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 ， 草长莺
飞，春风唤醒了云和县浮
云街道溪口村百亩油菜
花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游客纷纷前来踏青赏花。
金灿灿的油菜花海不仅
让溪口村热闹了起来，同
时也是该村村集体经济
增收的好渠道。

记者 兰雷伟 通讯
员 陈忠人 陈雅雯 摄

值班编委 陈 安
夜班主任 蓝东海
审读 王立新 陈良东
夜班编辑 潜艺之
二、四版校对 陈 琳
夜班美编 刘骁熠
广告校对 蓝小花
电脑组版
一、五版 徐旸炀
七、八版 舒 颖

二、四、六版 钱韦辰

三版 李 红

■热线电话：2127450 ■文字信箱：ｌsrbybb＠１６３．ｃｏｍ

要 闻
YAO WEN 2２０20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吴 前 版面设计 刘骁熠

名目清 数量准 指向明

缙云记好抗疫物资“明白账”
本报记者 姚驰 通讯员 李乐燕

“这笔‘账’总算销了！ 300 个纱
布口罩我们已经办理了出入库登
记，重新登记为普通物资，已经发放
给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 作为疫
情结束后的普通劳保用品使用。”日
前， 缙云县红十字会会长陈丽翻出
了最新一页的支出明细账， 向缙云
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作
了介绍。

疫情袭来，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纷纷捐款捐物。 作为缙云县防疫物
资的统一受捐赠单位， 县红十字会

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同时也是疫情
防控期间的重点监督对象。“每一笔
捐赠物资是否都有清清楚楚的账
目？ ”“谁捐的，捐了什么，用到哪里
去？ ”带着这些疑问，缙云县纪委监
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对缙云县红
十字会开展了受捐赠抗疫物资专项
督查。

督查中，监察组还真发现了“问
题 ”———一批爱心人士捐赠的 300
个口罩没有及时流转， 这批口罩去
了哪里？ 按照要求， 疫情期间的受
捐赠防疫物资都要及时发放零留
存。

这个问题， 也正困扰着县红十
字会的工作人员。原来，这 300 个口
罩是普通的纱布口罩， 主要用于防
尘，不能用于防疫。 “普通口罩不能
作为防疫物资使用， 疫情期间作为
备用也存在风险。”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与县防疫指挥部沟通之后达成
共识， 这批不能防疫使用的纱布口
罩便被搁置了下来， 没有像其他受
捐防疫物资一样被及时流转出去。

事后，经与省市红十字会沟通，
缙云县红十字会将其作为普通捐赠
物资，捐赠给有需要的单位，待疫情
结束后，妥当使用。于是也就出现了

开头一幕。
据了解， 缙云县红十字会每天都

会对捐赠的抗疫物资作汇总上报 ，收
支明细已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公示了 12
期，前九期两天公示一次，后期一周公
示一次。 捐赠物资第一时间流转，红十
字会物资实现了零库存。

“对捐赠的抗疫物资，我们慎之又
慎、细之又细，欢迎你们和社会时时监
督、常来监督。 ”陈丽向监察组明确表
态。 名目清、数量准、指向明，缙云县红
十字会一定会记好这本抗疫物资的
“明白账”，在疫情“大考”中，绝不辜负
大家的爱心。

庆元交通窗口战“疫”在线服务全天候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云）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时期， 如何满足
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 减少人员聚
集及流通，庆元交通优化政务服务，
根据新情况创新手段， 通过网上审
批、上门服务等点对点指导的方式，
做到宣传、审核、监督、指导多措并
举，助力企业在疫情期间平稳，有序

复工。
实行预约办、掌上办、网上办。

庆元交通窗口利用微信、 微博等新
媒介，积极向群众宣传，并及时公布
窗口咨询电话，实行“网上办、预约
办、掌上办”。 对于特殊情况需要办
理业务的， 需提前 1 天预约并按预
约时间、地点前来办理，并要求测量

体温、登记信息、佩戴口罩，做好自
身防护，做到即办即走。

服务不停歇，开通 24 小时在线
服务。 “你好，我这里有 6 辆省际包
车需要立即前往贵州和云南接复工
人员，麻烦帮我审核和备案。 ”每天
只要有电话， 窗口工作人员不管何
时何地第一时间帮企业审核材料再

备案 ，确保企业准时准点出车接复工
人员。 截至目前， 共审核省际包车 32
辆，核对复工人员信息 770 人，审核材
料 128 份。

联合服务， 助力复工企业轻装上
阵。 交通窗口采取内外结合的形式，开
展疫情防控、指导网上申报和指导企业
防疫工作及复工等工作。窗口工作人员
深入复工企业，对企业复工工作进行指
导，并宣传复工复产新政策，倡议广大
群众采取“非接触式”办理，减少人员流
通和聚集。

不见面代办服务方便海外华侨

青田社保缴费“全球办”
本报讯 （记者 阮春生 通讯

员 张爱微 林伟建 杨慧）“疫情
期间， 我在意大利也可以缴纳社
保费，真方便！ ”昨天，在意大利
的青田华侨何玲珠通过手机，在
青田税务社保窗口工作人员陈智
慧的指导下， 成功办理了社保费
缴费协议签约事项。

以往每年的清明节前夕，何
玲珠都会回国到税务局窗口缴纳
社保费。 今年疫情期间， 她取消
了回国行程， 如何缴纳社保费却
令她犯了愁。 当她看到“税企交
流”微信群中发布的“涉侨不见面
全球代办服务”信息后，困扰她的
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据介绍， 许多旅居国外的青
田华侨都会选择在清明节期间返
乡，利用祭祖的机会缴纳社保费。
当前正处在疫情期间， 如何让广
大华侨在异国他乡也能缴纳社保
费，青田税务部门创建了 “远程
认证和国内代办”系统，推出涉侨
社保费业务“不见面全球代办”服

务 ，通过 “网络传递申请材料+本
人视频认证”，无需华侨本人到窗
口确认， 代办员即可为远在异国
他乡的华侨办理参保登记和社保
卡签约缴费等业务。

“为推进该项业务，我们提请
省税务局开发了支付宝缴费协议
代签功能， 并主动对接县人社部
门，由县税务局和县人社局各抽调
3 名业务骨干组成代办团队，专门
为全球青田华侨提供远程代办服
务。 ”该县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
税收入股负责人金丽鸿介绍，现在
平均每天为海外华侨提供代办服
务 30 余次，截至目前累计为海外
华侨办理 300 余次。

青田还借助“侨海通”抗疫帮
扶平台，24 小时在线为海外华侨
提供税收、社保费咨询等服务，引
导海外华侨选择省电子税务局、浙
里办 APP、浙江税务 APP、浙江税
务微信公众号等“非接触式”途径
办理税务业务。

市区水南公寓：

抢抓工期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虽然开

工迟耽搁了一些时间， 但现在项目
A、B、C 三个区块均已顺利复工，正
加紧时间全力追赶进度。 ”日前，记
者来到市区水南公寓安置房项目建
设现场，看到塔吊伸缩载运，施工人
员忙碌于脚手架间， 一派热闹繁忙
的景象。

市区水南公寓安置房项目总投
资 7.24 亿元，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
方米 ， 可安置 989 户 。 项目实行

EPC（工程总承包）模式，由中南建
设集团代建， 是目前市区城中村改
造安置房三大项目之一。 该项目于
2018 年 9 月开工， 计划 2021 年 9
月建成。

项目负责人陈冰介绍，受疫情
影响，项目工地春节过后一度无法
复工，建设进度滞缓。 但在 2 月 21
日复工进场以来，项目部在守好疫
情防控“安全线”的基础上，抢抓工
期 ，制定周密抢工方案 ，加快施工

进度。
“一方面 ，我们通过包车或报

销交通费的形式 ， 最大程度为原
有工地施工人员顺利返丽提供支
持 。 同时利用各方资源发布信息
招募工人，填补用工缺口。 ” 陈冰
介绍 ， 面对短时内工人无法配齐
的问题 ， 项目部还尝试每日让各
班 组 已 完 成 自 身 任 务 的 部 分 工
人， 充实到其他缺人班组顶岗，解
决燃眉之急。

复工复产离不开服务到位。 为此，
市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专门组建指导
帮助安置房建设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专
班，深化“三服务”，切实助推项目迅速
恢复产能，追赶进度。

“我作为水南公寓项目 ‘一对一 ’
助企服务员， 前期深入对接联系 ，宣
传助企政策，组织企业做好应急处置
方案，指导疫情防控、落实安全生产 ，
帮助联系解决员工返岗 、原材料准备
等问题。 经各方努力 ，水南公寓项目
施工工人已陆续到位 400 多人 ，项目
建设产能恢复超 80%。 ”市区城中村
改造指挥部安置组助企服务员章晓
敬说。

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

浙江表彰五类制造业发展先进企业

纳爱斯集团等
6家丽水企业入围受奖

本报讯 （记者 阮春生）3 月
16 日， 在时隔 17 年之后再次专
门召开的浙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上， 对亩均效益领跑者、“雄
鹰行动”培育企业、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五类制造业先进单
位进行集中表彰， 丽水的纳爱斯
集团等 6 家企业分别入围相关名
单，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在 “浙江省制造业亩均效益
领跑企业综合 20 强”中，丽水企
业纳爱斯集团入围。 在 “浙江省
‘雄鹰行动’培育企业”名单中，纳
爱斯集团也入围其中。在“浙江省
‘雄鹰行动’同步培育企业”名单

中， 丽水企业青山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入围。 在“浙江省‘隐形冠军’
企业”名单中，有 4 家丽水企业入
围， 他们是浙江乾麟缝制设备有
限公司、绿水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双枪竹木有限公司和浙江天喜厨
电股份有限公司。

这次高规格的制造业发展大
会 ，省委 、省政府要求 ，要落实制
造强国战略，进一步凝聚共识、提
振信心、营造氛围，坚持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
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为
“两手都要硬 、两战都要赢 ”注入
强劲动力 ，为 “两个高水平 ”建设
提供强大支撑。

一西班牙女华侨奔波 30 多小时归国后确诊
懊悔不已———

“早知这样，绝不会回来！ ”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得知

自己确诊感染，那时候，我感觉整
个天都塌了。 ”日前，当市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联系上邱某某时，电
话那头的她，话语间满是懊悔，还
流露出一些后怕。

3 月 18 日，我市报告一例西
班牙归国华侨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这名华侨便是邱某某。 而就
在两天前， 同航班回国的另一名
华侨在北京确诊， 座位与邱某某
仅相隔一排。

邱某某回忆道， 在西班牙期
间， 大部分时间她都独自一人居
家隔离，中间因特殊原因外出，防
护措施也做得很好， 逗留时间非
常短，未与他人近距离接触。

3 月 14 日，因西班牙疫情日
益严峻，国内家人身体突然有恙，
害怕封城无法回国的邱某某与好
友孙某某两人凌晨前往西班牙马
德里机场。在候机的 10 个半小时
里，邱某某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

刻意与其他人员保持距离，吃食也
是自带。

飞机起飞后，邱某某的心更像
是被吊了起来， 一路上惴惴不安，
“看到过一些宣传视频里说， 飞机
是密闭空间，病毒在客舱内更容易
传播， 因此心里是有些担心的。 ”
从马德里飞回北京的 10 多个小时
里，邱某某因害怕交叉感染，全程
不敢随意活动，也不敢吃饭，尽量
少喝水少上厕所。

邱某某坦言， 从马德里到丽
水，一路奔波 30 余个小时，黑白颠
倒， 身体极度劳累，“原本体质就
差，病毒一下就有可乘之机了。 ”

现在，邱某某正在市集中医疗
救治点接受治疗，好友孙某某也仍
在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 几天来，
因为不适应，邱某某一直吃不进喝
不进，“自己都已经防护得那么细
致了，还是感染了。 要不是家中有
急事，我怎么都不会回来，路途中
风险太大了。 ” 她哽咽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