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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守护“方舱医院”的“环保故事”
本报记者 周 玲

5 月 14 日 ，淮南市方舱医院休舱 。
上下同欲者胜 ， 风雨同舟者兴 。 市

方舱医院实现了出舱病人 “零回舱 ”、住
院患者 “零死亡 ”、医务人员 “零感染 ”的
三个 “零 ”目标 。 方舱医院的各项工作得
以安全 、高效运行 ，离不开舱内外一线
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拼搏 ，也离不开环保
人以疫为令 、冲锋在前的艰辛付出与责
任担当 。 休舱当天 ，淮南市方舱医院向
市生态环境局发来感谢信 ，对市生态环
境局大力协助方舱医院高效完成医疗
废物处置 、污水处理等工作致以诚挚的
感谢与敬意 。

回望守护市方舱医院的日日夜夜 ，
是 “环保人 ”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推进涉
疫污水处理 、细致入微督促指导医疗废

弃物处置的勇毅前行和忘我奉献 ，点点
滴滴 、事事处处都值得铭记 。

疫情不等人 ！ 3 月底 ，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紧急决定改建老年公寓为方舱医
院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 “军令如
山倒 ”，接受任务后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迅速成立了以主要负
责人为组长 、副支队长具体负责的涉疫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班 。

2 天 ， 应 急 消 毒 设 施 安 装 运 行 ；8
天 ，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到位 ；10
天 ，污水处理设备投加活性污泥 、进水
调试运行 。 一个个时间节点的背后 ，是
方舱医院涉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班
夜以继日的 “与时间赛跑 ”。

严把设计关 。 专班成员先后十余次
进入方舱医院 ， 对污水管网 、 水质水
量 、施工环境等进行现场勘察 ，连夜制
定技术方案 ，指导院方完成涉疫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选址 ， 认真核准排放量 ，确

保涉疫污水处理设施既处理得好又处
理得了 。

严把进度关。紧盯时间节点，细化每
日工作重点任务 ，加强统筹 、提高效率 ，
迅速开展设备采购，积极协调物资运输、
机械调配、设备调试、人员防疫等各类事
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保证污水处
理设施在预期内完成安装运行。

严把质量关 。 深入一线 ， 坚守施工
现场 ，田家庵大队副大队长刘辉同志吃
住在单位 、现场在方舱 ，一天接打电话
90 余次 ，现场进行协调帮扶 、技术指导 ，
确保高质量完成涉疫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投运 ，实现污水达标排放 ，为疫情防
控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

方舱医院建成投用 ， 医疗废物的收
集 、贮存 、转运 、处置工作量急剧增加 。
必须守住环境安全底线 ，市生态环境局
成立专班 ，日检查 、日调度 ，全方位做好
方舱医院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监督指

导 ，确保医疗废物专人收 、专人管 、专库
专放 、建立台账 、设置警示标识 ，严防新
冠病毒通过医疗废物途径传播 ，遏制病
毒扩散蔓延 。

紧盯每个环节 ， 不能出一丝错漏 。
在方舱医院医疗废弃物激增的情况下 ，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协调医疗废物转运
车辆 ，主动联系医疗废物转运单位和涉
疫场所 ，统筹安排 ，规划好医废的转运
时间 、路线 ，提高转运效率 ，跟踪服务医
疗废物转运全过程 ，确保涉疫医废得到
安全 、规范转运 。

方舱医院休舱 ， 圆满完成了历史使
命 。 “环保人 ”凭着高度的责任感 、专业
的职业素养和投身战疫的无私无畏精
神 ，全情守护方舱 ，织密筑牢了生态环
境安全网 ， 收获了方舱医院的高度称
赞 。 正如感谢信中所说 ：“有一种无畏叫
担当 ，有一种铭记叫初心 ，有一种希望
叫光明 。 ”

水 泥 路 修 到 百 岁 老 人 家 门 口
本报讯 这几天，寿县保义镇金祠村

百岁老人汪近云的脸上整天洋溢着欣慰
的笑容，她竖起大拇指，逢人就说：“党的
政策好，真正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 ”

汪近云是保义镇的优抚对象。 她的父
亲汪德茂早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一次
战斗中牺牲，为党和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汪近云今年 102 岁，平日里儿子和儿
媳把她照顾得非常周到， 老人身体健康。

保义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也定期
上门开展走访慰问。 有一次，老人的儿子
说，政府对老人很关心，她的吃穿用等都
没有问题。 不过，老人有一个心结，就是从
她家门口到村村通水泥路， 还有一段 80
多米的土路，地势低洼不平，一到下雨天
泥泞不堪，给看病、出行等带来困扰。 老人
坐在门口时，看着这一段路有点发愁。

保义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得知这一情况

后，及时向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汇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立即行动， 在镇村全力
配合下，多次上门走访调研，多措并举筹措
资金，并克服疫情带来的不便，在今年 5 月
初修通了这一段 80 米长 、3 米宽的水泥
路。 看着昔日低洼、泥泞、凹凸不平的土路
变成了一条宽敞、平坦、整洁的水泥路，汪
近云老人达成所愿，高兴得合不拢嘴。

老人的儿子说，近段时间他打算用电

动三轮车载着老人，到村子里四通八达的
公路上转一转， 让她看看新农村的发展；
到热闹非凡的集镇上转一转，让她感受一
下家乡的变化。 “退役军人服务部门真正
把烈士子女的事放在心上，以实际行动表
达了对广大优抚对象的关心，让我们实实
在在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

（本报记者 张昌涛
本报通讯员 徐本利）

人居环境大改善 群众满满幸福感
本报记者 吴 巍

明媚五月天，实干正当时。 5 月 14 日，
在潘集区泥河镇大树李村一处沟渠疏浚
现场，机械轰鸣不息，挖掘机挥舞长臂，正
将沟里的淤泥、垃圾挖出垒在沟边的堤坝
上。 远处，两个月前疏通过的另一条沟渠
及周边环境已相互交融———花红、 草绿、
水清，入眼皆景。

“过去沟渠里遍布垃圾，水质黑臭，污
染严重，村民们的意见很大。 今年以来，按
照区和镇里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的部署
要求，针对现有黑臭水体实行‘对症下药、
靶向治疗’， 不断加强沟渠的清淤疏浚力
度，目前，治理面积达到 15040 平方米，切
实改善了沟渠卫生环境， 保证了沟渠整
洁、畅通。 我们正抢抓麦收农忙季节前的

这段时间抓紧清淤， 计划 6 月上旬结束，
后期将对整治后的沟边逐步绿化，让群众
过上生态宜居的生活。 ”大树李村党支部
负责人介绍道。

在泥河镇代庙村，随处可见忙碌的身
影。 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们携带工具，或
对村内遮挡视线的杂草、灌木进行集中清
理，或忙着清运垃圾杂物，或对破损的墙
体广告进行拆除、清理。 在大家的带动下，
村民们也积极行动，对自家院落、房前屋
后的环境卫生进行彻底清理整治，一场轰
轰烈烈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进行得
如火如荼。

改善人居环境是我市深入实施“五大
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更是广大农民群众的
深切期盼。 “按照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通知要求，我镇今年 1 月份研究制定
了《泥河镇关于组织开展‘四点五线’环境

卫生集中整治的方案》下发到各村 （居 ），
全镇范围内迅速掀起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的热潮。 ”泥河镇城建办负责同志介绍说，
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细则，开展以围
绕各村（居）党群服务中心、美丽乡村示范
点、 入村主干道开展清除积存垃圾杂物、
草垛、建筑废料，拆除简易棚、乱搭乱建等
无功能建筑， 持续推动农村旱厕改造，清
理淤塞沟渠，修整下水道断板等为主要内
容的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推动形
成村 （居 ）干部带头和党员 、入党积极分
子、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不断改善
生产生活环境， 使辖区环境面貌净起来、
绿起来、美起来。

农家小院干净整洁、彩色墙画美轮美
奂、村内花草树木交相辉映……走进泥河
镇店集村，生态宜人，景色悦目，到处呈现
出秀美的乡村风光画卷。 “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后，柏油路重新铺了，新建了游园，还

添置了健身器材。 村里越来越干净，也越
来越美观，我们老百姓也养成了更好的卫
生习惯 ，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心 、舒
心。 ”村民王克宽乐呵呵地说道。

据统计，自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泥河
镇共发动党员干部群众 4300 人次， 车辆
760 车次， 挖掘机 420 台班， 共拆除旱厕
148 座，简易棚 65 处，清除并转运垃圾、草
垛、杂物 1 千多吨，栽植高杆桂花、紫薇、
红叶石楠、垂柳等 18000 多棵，切实改善村
民居住环境，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下一步，我们将在继续深化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的同时，建立整治的长效机制，坚
持把人居环境整治与特色产业发展、 乡风
文明建设、 社区治理相结合， 补齐短板弱
项，加大日常管护巡查力度，以实实在在的
整治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镇域环境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泥河镇党
委负责同志说道。

安全带=生命带！
为进一步提升驾乘人员使用安全带意识，连日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题宣传活动，提醒驾乘人
员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

本报记者 陈崇韧 本报通讯员 郭 晨 摄

把劳动实践课
开在农业合作社

5 月 17 日下午，180 余名寿县窑口小学学生走进寿县
瓦埠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德云花卉合作社， 在志
愿者和合作社负责人指导下采摘桑葚、拔除杂草，通过现
场劳作、在实践中锻炼，深入体会劳动的意义，果园里充
满欢声笑语。

据悉，近年来，窑口镇文明实践所、窑口镇乡村“复兴
少年宫”与各学校结合学生德育教育，不断充实学生们的
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课，丰富学生们劳动生活，提高动手
能力，让学生们懂得珍惜劳动成果。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陈希友 摄

用心用力帮扶破解
农 产 品 滞 销 难 题
本报记者 周莹莹 本报通讯员 熊文田

“六个大棚里的草莓一颗颗都
快红透了，如果再不采摘，就全要
烂在地里了，我这一季算是白忙活
了，村里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凤
台县丁集镇丁集村草莓种植大户
刘军抱着一线希望找到村负责人。
4 月初 ，因为疫情管控 ，丁集镇很
多像刘军这样的种植大户最近都
犯了难，大量的蔬菜、水果无法销
售出去。

同时， 位于凤台县钱庙乡境内
的彩霞家庭农场、 王影家庭农场和
雨茂食用菌有限公司生产的农产品
也一度出现滞销难题，1.65 吨的食
用菌、新鲜蔬菜运不出去、卖不掉。

受前期疫情影响，全市多个农
产品基地、 帮扶产业发出求援信
号。市乡村振兴局为促进农产品销
售，减少农户损失，有效化解脱贫
户、带动主体返贫致贫风险，第一
时间指导各县区开展帮扶产品滞
销统计摸底工作，积极对接农产品
销售、加工等企业，通过消费扶贫、
商超对接、开通绿色通道、协助农
业经营主体开具通行证等措施，帮
助解决因疫情导致的农资进入难、

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桂集镇种菜大户彭汉涛每天

看着一车车蔬菜从自家园里运出
去，眼睛里总是流露出感恩、感谢
和感激之情。 和他一样的还有冯
奎、王金中等菜农，他们都由衷感
谢当地党委、政府在疫情期间为其
蔬菜打开绿色通道，解燃眉之急。

在畅通运输渠道的同时，市乡
村振兴局积极为农产品销售搭建
平台，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电商
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考
虑到凤台境内有两座大型矿井，疫
情期间， 矿区购买蔬菜也成了难
题，一边是矿区对新鲜蔬菜的迫切
需求，一边是大量蔬菜滞留田地无
人问津，及时架起大型矿企和菜农
的互助桥梁，让菜农的蔬菜及时有
了去处、让企业的用菜需求得到了
有效保障。 从 4 月 5 日开始，顾桥
矿和其下属的顾南矿和顾东矿每
日集中采购丁集、桂集等乡镇的蔬
菜和禽蛋，截至目前，顾桥矿已采
购各类蔬菜 、禽蛋 64.58 吨 ，付款
23.80 万元。

“线上线下齐动员、企业高校
都帮销”， 在市乡村振兴局的大力
协调下，全市累计帮助销售贫困地
区滞销帮扶产品鸡蛋约 52 吨、新
鲜果蔬 122.3 吨，肉鸡 4.8 万只，努
力实现鲜活帮扶产品无滞销。

机械化育插秧 水稻优质高产
本报记者 张 静 本报通讯员 潘士清

“我承包了 30 多亩地，每年一
到插秧季节就犯难。看到别人用机
械插秧省功省时省本钱，今年我委
托合作社代育秧和机插秧，同时在
合作打一份工，每天有 100 多块钱
收入。 ”5 月 16 日，在潘集区贺疃
镇杨祠村，李汉广一边在承包地里
忙活着，一边向记者感慨机械化育
秧、插秧的好处。

近年来，潘集区贺疃镇积极推
广机械化育插秧，加快水稻生产机
械化步伐，解决水稻机插秧和千家
万户育秧难的瓶颈问题，助力水稻
优质高产，促进水稻产业健康快速
发展，保障粮食生产。

5 月 15 日， 在贺疃镇德福农
民专业合作社机械化育秧现场，农
民正在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从药
剂拌种、到流水线播种，一盘盘播
种均匀地盘式育秧堆放在一起加
温催芽，规格化和标准化地轻松操
作。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水稻
工厂化育秧培育出的秧苗不仅均
匀、健壮、整齐,而且能够保证预期
移栽时间。同时能够提高水稻质量
和产量 ,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深受

农民的欢迎。
贺疃镇以水稻万亩高产创建

示范片为平台，以农艺和农机相结
合，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以种植
大户为示范，积极推广水稻机械化
育秧、机械化插秧，强化点对点指
导培训，保证技术传授到位和项目
实施质量，机械化育秧机械化插秧
面积逐年扩大。机械化育秧解决了
过去一家一户水稻育秧费时 、费
力、费种等弊端，有力地推动了水
稻生产机械化进程，从而提高水稻
的品质和产量， 深受广大群众欢
迎。

“今年全镇订单机械化插秧
10000 多亩， 我们统一选用了适合
机插秧的高产优质品种、 统一药剂
拌种、统一浸种、统一流水线播种、
统一大田的肥水管理病虫害的防
治、统一化学调控，这样培育出来的
秧苗是毯状秧、适合机械化插秧，栽
插以后利于培育高产。 ”贺疃镇农技
站负责人介绍：“机械化育插秧每亩
的秧田面积只需要 4 平方米， 相当
于人工插秧秧田面积的十分之一，
就是节约秧田面积十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