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白金赵江芳）在近期的
“无疫村（社区）”创建工作中，如何进一步健
全完善生活保障机制，是疫情有效防控的重

点环节之一，也是保民生、稳民心之根基所

在。阳曲县侯村乡以“心中有数”“调配有源”

“供应有力”“服务有爱”这“四有”作为工作

重点，遵循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一根本原则，

把疫情防控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中。

心中有数：抓调度研判，做到“台账式”底

清数明。一方面，各社区（村）分网格按户每日
收集所需生活必需品，汇总形成“需求”台账

或清单，明确群众所需。另一方面，乡、村两级

将辖区内能够提供生活物资供应的粮油蔬菜

商铺、超市、药店、农产品批发市场、餐饮企业
等及其可供应物资品种、数量等进行汇总，建

立“供应”台账，并在各社区（村）指定保供商

店，形成供应体系。以“供需台账”优化服务保
障，真正做到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面对当前

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该乡工作落实小

组坚持一线调度，主要针对供应链货源、品

种、物流渠道等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监测、研

判，及时汇总形成解决方案。在西龙庄出现疫

情风险期间，驻村工作组每日对群众急需的

生活物资品种、现有物资保障天数及需求状

况进行分析并及时上报，该乡党委政府及时

根据汇总情况进行生活物资调配，保障封闭

期间群众生活稳定有序。

调配有源：抓源头预储，提升“产采购”保
供能力。为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精

准、科学、快速实现物资调配，该乡以“源头预

储”为重点，做好“本地自储”，与辖区内及县

域内蔬菜种植基地、粮油供应商等达成“点对
点”供应协议，主要包括各类蔬菜及米面粮油

等基础物资；做好“外地采储”，与各地蔬菜主

产区建立供应链，保证重点商品货源不断供；
做好“提前购储”，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及早判

断物资供应能力，引导相关企业、商铺适时适

量提前购买存储，防止因区域疫情出现断供
情况，进一步提高保供能力。

供应有力：抓骨干力量，实现“无接触”网

格配送。保障物资充足的同时，供应和配送能

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为此，该乡形成以“骨干
力量一支队 +网格配送一张网”模式，快速集

结力量，保障群众生活。截至目前，全乡 15个

社区（村）均建立骨干力量台账，其中包括网
格员、快递小哥、志愿者、货运司机、医护人员

等。一旦吹响“集结号”，将按照“网格人防地

图”，采取“群众线上下单—保供网点后台打

包—下沉干部、志愿者配送到指定物资投放
点—党员志愿者逐户送货上门”流程完成物

资“无接触”配送，真正实现“不聚集、少走

动”，让群众“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服务有爱：抓精准服务，解决“保民生”
急难愁盼。健全生活保障服务机制，要以精

准服务为核心，切实有效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为此，该乡成立特殊人群保障组，主要负
责老弱病残孕等出行不便的村民核酸入户

检测、统筹调度防控志愿者应急招募以及独

居老人和重症患者等特殊人群的生活帮扶、

医疗救助等工作，确保群众生活安定。近日，

桥沟社区南塔地自然村被封控管理，村内一

名肾脏移植患者因急需后续治疗药物，向社

区求助。收到求助后，该社区第一时间将求

助信息上报至乡疫情防控办，最终在乡党委

政府与县卫体局多方努力下，及时帮助患者

购买到紧缺药品并送至家中。

本报讯（记者 白金 赵江芳）
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处置

期间的村居防控工作，打造“无

疫乡村”，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

效率和精细化网格管理水平，阳

曲县高村乡近期启动了网格和

户家统一编码管理调度工作，目

前网格统一编码工作已顺利完

成，全乡共划分 35个大网格。

该乡以 GC 加 6 位数字，分

层次代表乡、村、大网格（网格党

小组）、微网格、户家的名称（GC

表示高村乡，第一位数字是村编

码，第二位数字是大网格（网格

党小组）编码，第三四位数字是

网格员编码，第五六位数字是户

家编码），使每个网格和每户居

民拥有独立、唯一的代码，将网

格编码和户编码与网格员互相

关联，逐人划定具体到网格、户的

责任区域，建立起明确的责任落

实体系，真正实现看到网格代码

就能知道属于哪个村，看到网格

员编号就能知道属于哪个网格，

看到户编号就能知道属于哪个网

格员管理。编织了一张不漏一院、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居民分布

网，形成了一张包含网格员信息、

家庭成员基本信息、是否是常住

户等内容的基本情况表格，实现

了对村居全方位网格化防控管

理，对村居成员情况的精准梳理。

通过网格代码可以快速进行网格

定位，了解网格相关信息，查看网

格员工作动态，调动网格员工作。

通过户代码网格员能够快速摸排

流动人员，做好每日上报，也可以

及时反馈全村居民全员核酸信

息，做到底清数明。

网格和每户居民统一编码

后，便于后期数字化管理及实战

调度工作的推进，厘清了网格边

界、明晰了网格员职责，推动实现

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下

一步，将通过导入信息化支撑管

理平台，可以对网格内的数据、信

息进行实时调度管理，网格员也

可通过移动终端开展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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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金 赵江芳
通讯员 杨俐华）为落实以村
（社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体

系，切实发挥镇村两级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确保“党组织驻扎到村

（社区）、责任落实到人”。阳曲

县东黄水镇各级党组织第一时

间响应阳曲县委组织部下发的

在疫情防控一线成立临时党支

部的通知，迅速成立 12 个临时

党支部。

下沉的县直机关与所包联

村成立临时党支部，机关单位

负责人通过组织程序担任临时

党支部书记，把“红色堡垒”建

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筑牢群防

群控严密防线，担当作为不

“临时”！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2 月 1日，在东黄水镇各

村党支部，一场短暂而庄严的

宣誓仪式举行，103名党员暂时

放下工作、面对鲜红的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一句句誓言铿锵

嘹亮。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单位、不

同身份，但是临时党支部将“分

散”变“集中”，做到“双报到、双

服务、双报告、双评价”。让党员

干部群众在无“疫”村（社区）创

建中都找到了组织、找到了

“家”，将更多力量凝聚在临时党

支部中，以党旗为方向，以岗位

为阵地，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

高高飘扬，临时党支部担当不

“临时”。

东黄水镇将以组织力提升

作战力，以党建网织密防疫网，

努力构建“党员带头、多方聚力、

全员参与”的战“疫”格局，合力

构铸无疫村（社区）最可靠、最坚

实的“铜墙铁壁”。

阳曲县东黄水镇

临时党支部建在“无疫乡村”创建一线

本报讯（记者 白金 赵江芳）
自疫情发生以来，阳曲县西凌

井乡广大退役军人闻讯而动，

迅速响应，助力开展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

创建“无疫村”，筑牢安全

线。为实现疫情动态清零，该乡

第一时间落实疫情防控部署、制

定疫情防控预案、发出支援号

召，以王志平、张顺利、张宁、张

佳伟、郑中华为代表的一批退役

军人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无疫

村 ”创建工作中，与村两委、网

格员进行对接，协助网格长全面

做好人员底数排查、居家管理服

务、核酸检测、物资供应等，帮助

村民提供物资保供、为老年人联

系药店购买药品等，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和

责任担当。

退役不褪色，“志愿红”守护

“健康绿”。岭底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主任王志平、西凌井村支委

委员武刚所在的行政村体量小，

工作任务相比较少，他们在工作

之余主动加入西凌井乡抗疫志

愿服务小组，同乡政府防疫工作

人员一同下村参与核酸检测、卡

口值守等工作。他们发扬军人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过硬作风，无怨无悔地把

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乡村两级的

工作任务中去。

隔离不隔爱，“战疫”显军

魂。按照县委组织部工作安排，

该乡在第一时间抽调两批共计

10名党员干部前往新希望旧小

区隔离点组成服务保障工作专

班。全晓祥、张瑞、王炳南等 6名

退役党员军人踊跃报名，在隔离

点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服务保

障任务，为太原抗疫贡献了退役

军人力量。

从凛凛寒风中坚守卡口到

层层防护下守望相助，从微微

晨曦中走向一线到闪闪晚星下

疲惫而归，他们在的每一个岗

位都熠熠闪光，有他们在的地

方都是安心和温暖，他们的故

事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叙述，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

是———退役军人。

阳曲县西凌井乡退役军人

使命担在肩 退伍不褪色

阳曲县高村乡

网格统一编码 助力“无疫乡村”创建

阳曲县侯村乡

创建“无疫社区（村）”有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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