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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姝凝）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洮北区审
计局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
话及指示精神，严格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
决策部署，全力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

他们配合街道
社区疫情防控，严格
把守、排查出入小区
人员、车辆，做好“外
防输入”工作。全局
26名同志全部参与
社区疫情防控行动，
局领导身先士卒，率
先垂范，和普通干部
一起参加轮流值班
值守，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
切实做细做实。

本报讯（沈伟 吴劲松 张伟国 江
其田）为贯彻落实全市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大安
市自然资源局驻村工作队对包保的贫
困户，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
贫攻坚，确保了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的实现。

研究脱贫措施，确保贫困户全部脱
贫。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包保的两家子
镇同兴、同权、同胜 3 个行政村，到
2019年末统计，还有13户23人户没有
脱贫。其中同兴村3户6人，同权村10
户17人，同胜村全部脱贫。为确保这
些贫困户在2020年全部脱贫，市自然
资源局领导和同兴村、同权村、同胜村
书记以及驻村“第一书记”，驱车来到两
家子镇，逐户逐人进行研究脱贫措施、
落实，进行共同研究。提出了解决脱贫
的好意见好建议，一是对未脱贫户每一
户致贫原因、家庭状况、存在问题和具
体措施，进行了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进一步分析导致致贫的因素，有针对性
地进行扶贫，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二是对未脱贫的困难户，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一户一策、一人一措”帮扶措施。
对因学致贫的问题，局领导研究决定，
通过社会与企业出资帮扶等方式，解决
贫困学生的上学支出。三是对家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鼓励他们搞养
殖，发展家庭院经济，与农民合作社签
订购销合同的措施，解决脱贫问题。四
是在发展养殖方面，可以帮助联系
市、镇里的畜牧业专家，上门开展技
术支持服务，指点贫困户科学养殖，
增加生产经营性收入。五是针对没有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安排他
们在村里做保洁员工作，增加了经济
收入。六是针对年龄大、不能外出打
工的贫困户，建议通过发展小规模化
养殖，包保部门为其提供鸡雏等办
法，增加经济收入，解决脱贫问题。
对因病致贫的家庭，可以采取健康扶
贫方式，来解决未脱贫户治病和生活
困难的问题，包保部门也要积极作
为，为这些贫困户家庭送医、送药到
户、到人。同时，还提出了对贫困户
要多投入更多的精力，开展爱心帮扶

活动，经常慰问贫困户，时刻关怀贫
困户生产、生活等情况。这些好的意
见和建议，得到了两家子镇党委、政
府领导和村委会的认可和采纳。

组织实施“一村一品”，增加贫困
户经济收入。2020年, 同胜村、同权
村、同兴村积极推进“一村一品”，落
实相关政策，通过推进“一村一品”，
发展庭院经济，落实优惠政策等，让
贫困户实实在在得到实惠，实现全部
脱贫。今年，同胜村落实庭院经济30
户，庭院经济面积7000平方米，主要
种植大葱。大安市华新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与种植大葱户签订了购销合同，
大葱由公司收购，人均增加收入400
元左右。同兴村，落实庭院经济45
户，发展庭院经济面积 1.8 万平方
米，人均收入 1700 元，其中补贴
1000元，自然收入人均700元。同权
村，2020年计划有70户贫困户发展
庭院经济，种植油葵，并与大安市云
平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购销合
同。现在，这些贫困户已备足了种
子、化肥，即将投入春耕生产。

扎实为贫困户办实事、做好事。
同权村驻村“第一书记”沈伟，帮助
贫困户陈树坤的女儿陈亚秋（现在大
安一中读高三），打印学习材料和试
题。同胜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劲松
与大安市海峰农民合作社协调，为宋
淑兰等16户贫困户，办理了2020年
养殖项目续签合同，贫困户年底能够
继续享受合作社650元的分红。吴劲
松为全村12户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贫
困户，办理了低保年检手续，使贫困
户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低保待遇。
同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张伟国，在
走访入户时，了解到因残致贫的未脱
贫户付忠凤的孩子2019年考上了常州
大学。但是，孩子上大学的学费成了
问题。他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向局
领导汇报。局领导与吉林省百信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大安分公司经理陈如子
达成了协议，公司每学期为付忠凤家的
孩子捐助学费2000元。张伟国为付忠
凤提供养猪防疫等技术，为钟财福、高
玉田每户提供了100只鸡雏。

44.因政府采取控制措施，无法进行正常的
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怎么办?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三条规定:“因采取
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
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
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有关时效的法律主要规定如下: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

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
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
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
决定延长。”

《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
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
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
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

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
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
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
之日继续计算。”

《仲裁法》第74条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
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
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
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
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
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
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 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
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
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
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
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
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

（待续）

大安市自然资源局驻村工作队

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硬核”发布

已过不惑之年的徐晓红，是通榆县卫生健康局疾
病预防控制科科长。自2009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
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今年的春节成为徐晓红永
生难忘的时光，回首2个多月来异常紧张、忙碌的日
日夜夜，她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换来更多人的安康。

1月20日，通榆县卫健局党组紧急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后，她正式踏上了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大年三十
中午在县医院组织基层单位开展全县疫情防控培训，
培训后又深入基层单位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大年三十
晚上，当大家都在家里一边准备年夜饭，一边看着春
晚，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她仍在单位加班。渴了喝凉
白开水，饿了泡面充饥，实在困得不行就靠在椅子上
打个盹。这段时间，就在日夜坚守、紧张又繁忙的工作
中过去了。徐晓红日夜坚持工作在一线，她特意为过
年剪的新发型，还没拍几张好看的照片留念，就已经
没了型。用憔悴来形容她的疲惫，似乎都不准确。

徐晓红所在的疾病预防控制科，同时也是爱国卫
生运动会委员会办公室和地方病预防领导小组办公
室，3块科室工作牌意味着她比别人更多的使命和责
任。徐晓红个头不高，小小的身躯充满着无限的能
量。她每天忙于整理材料，开会培训，开展流调工作，
娇小的身影穿梭往来于工作一线。

徐晓红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把年幼的孩子
扔给父母照顾，加班加点，全身心扑在疫情防控工作
上。为了给领导当好参谋、给基层指导好工作，她逐
字逐句认真研读上级方案文件，拼尽全力准确掌握各
项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把握各个工作环节。她费尽心
思，反复修改预案及工作流程，为了让基层医务人员、
防疫人员了解工作制度、工作流程、掌握工作要点，快
速规范开展工作，她收发了50余份文件，参加30余
次疫情防控专题工作会议和视频培训会议，制定实施
了20多个工作方案、流程和制度，指导基层单位开展

多次疫情防控演练。为了疫情防控工作更加严谨，数
字更加准确，责任落实到位，她不厌其烦地和领导研
究探讨，逐字逐句分析材料，敲定每个数据。她严谨
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因为工
作压力大、熬夜，她耳廓发炎流出了脓液。同事心
疼她，让她休息。她说：“回家，我不放心啊。每一
天的心都提着，就怕出现疫情的电话报告。每天最
开心的事就是接到没有疫情的报告。”返岗复工时期，
她继续挑灯夜战，研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具体
工作方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防控责任重如泰山。徐晓红
兢兢业业，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不言苦累，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了卫生健康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展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和使命。

名 称

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思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赛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白城市建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白城企业商会

长春金垦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宏达农机物流园有限公司

白城市华兴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鸿源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白城分

公司

中国联通白城分公司

深圳好赛擂科技有限公司

洮北区老年体育协会所属各协会

白城市摄影家协会

白城市水利局干部职工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

白城市洮北区平台镇光明村全体村民

白城益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诚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白城市亨通装卸运输有限公司

白城市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白城市洮北区西郊街道朱家村村民委员

会

大唐向阳风电有限公司

白城市诚实米业

白城市君洲装潢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捐赠明细

200万元

医疗物资（口罩1000个、消毒液10桶、全

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1台、全自动血

液细胞分析仪1台、均相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1台、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1

台）

医疗物资(干式免疫荧光分析仪17台、

检测试剂盒5950份）

100万元

围挡4000平方米

医疗物资（口罩7800个、防护服55件）

医疗物资（口罩20020个、护目镜200个）

医疗物资（口罩22000个）

5万元

生活物资（乳制品7200盒）

医疗物资（口罩10000个）

生活物资（152箱）

1.164万元、应急通讯设备

医疗物资（口罩10000个）

医疗物资（口罩10000个）

2.407万元

2.37万元

2.23万元

2.16万元

2.13万元

2万元

2万元

2万元

1.41万元

1.034万元

医疗物资（口罩3000个、消毒液6桶）

1万元

1万元

成来电器

贾洪文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白城市有限责任公

司

吉林北京商会

广东省吉林白城商会

中国电信白城分公司

白城市农行

白城市央格尔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苏刚

西郊街道办事处河北村村民

潘怒海、李洪志等89人

白城地建公司

白城市元祥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裕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靳桂兰

梁忠成

“猫哥”正能量爱心团队

厦门新景地集团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

苏州金鹏粉末制品厂

刘立军

宋世财 高翠君

贾西贝

白城市康泰管业有限公司

李淑红

白城市惠农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全体

职工

白城市惠农物权融资有限公司

白城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职工

唐明

感恩（爱心人士）

备注：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3月31日，接收捐款共计483.93万元。捐赠物资低于

5000元的未列入表内，相同金额排序不分先后。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医疗物资（防护服500套）

医疗物资（隔离服100套、口罩560个）

医疗物资（口罩1000个、84消毒液500

瓶）
医疗物资（口罩1000个）

生活物资（水果10箱）

0.97万元

0.68万元

0.65万元

0.547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0.5万元

爱心企业、商户、个人捐赠抗击疫情物资情况公示

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踊跃奉献爱心，体现了社会大爱和守望相助的精神。现将接收捐赠的最新统计
公示如下：

名 称 捐赠明细

衷心感谢吉林省思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松
江路桥有限公司、白城市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大
队、白城市源禾佳谷食品有限公司、高春劳保商
店、千叶眼镜试光中心、程庆久、苏晓峰、杨雪

松、杨雪茹等爱心企业、爱心商户、爱心人士的
捐赠！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当前的疫情防
控工作，传递关爱、汇聚温暖、守望相助，相信

我们一定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白城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
2020年3月31日

防 控 一 线 的 女 先 锋
——记通榆县卫生健康局疾控科科长徐晓红

●本报记者 薄秀芳

按照国家教育部、省

教育厅“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的部署要求和学

校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

工作安排，白城三中三年

三班陈天杰同学，在家通

过钉钉教学软件，在云端

学习梁彩云老师直播的化

学课。他母亲高金秋副教

授是白城师范学院教师，

妈妈“占领”了他的书桌，

给大学生网上授课，他只

好到阳台上网课。

本报记者王野村摄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洮北区委、区政府以民为本，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2017至
2019年，投资近600万元，建设标准化村卫生室89个。投入资金近500万元，为全区村卫生室采
购医用设备、宣传栏板和电脑等办公设备，持续完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努力改善村屯患者
的就医环境，形成了一套集购药、诊治常见病、药品报销等“一站式”服务网络。此举极大地解决
了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贫困群众更是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健康扶贫的各项医疗政策。图为洮
北区德顺蒙古族乡洮河村村民在村卫生室打点滴。 王维俊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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