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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赵国庆：

根据《劳动法》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制度规定，连续12月内累
计旷工达10天以上，单位可以作出对您解
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请您于本公告发布30
日起10日内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白城市分
行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单位
将直接对您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联系电话：0436-322262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市分行
2021年2月9日

春节不回家 快递寄牵挂
●新华社记者 刘金辉

5块去掉肥肉的腊肉、12根腊肠、4只腊鸡，
这是河南商城县苏仙石乡秦河村村民谢友福春节前
夕寄给在江苏常州打工的儿子一家的“家乡味道”。

“孙子孙女都不爱吃肥肉，所以我把肥的部分
都切掉了。”谢友福说，这是7岁和9岁的孙子孙
女第一次没在家陪老两口过年。“两个孩子都是我
们一手带大的，2020年暑假才都转到常州跟他父
母上小学。今年他们不回来，家里不热闹了。”谢
友福有些失落。

“不过儿子挺孝顺的，前几天给我们寄回来两
个电热毯，睡觉暖和，比空调舒服，空调太干
燥。”谢友福今年一共做了13根腊肠，老两口只给
自己留了1根。

商城县曾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
重点县，2018年底脱贫摘帽。随着近年来脱贫攻
坚工作的推进，山区道路得到很大改善，邮政快递
业务覆盖了全部行政村，为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
便利。

春节前这几日，商城县伏山乡簪子河村的邮政
快递点格外热闹，取件和寄件的村民比往常多了一
倍，厨具、零食、酒、衣服等占比较高。

中国邮政的快递车刚到，54岁的簪子河村村

民潘道中便赶来取快递，他的大女儿在外地打工，
给他寄来一盒零食，有肉松面包卷、爽豆干、面筋
卷等。

“现在快递能够直接寄到家门口真是太方便
了，以前寄取快递需要跑到13公里外的乡里，非
常麻烦。”潘道中说。

簪子河村位于河南和安徽交界的大别山深山
区，以前出山的路是泥路，稍下点雨，又湿又滑，就出
不了门。即使晴天，步行13公里也要走上大半天。后
来修了水泥路，通了公交车，村民出行方便多了。

簪子河村邮政快递点负责人徐世云说，2015
年以前，村民寄取快递需要到乡里或县城里，费用
高，还花时间。

“2014年，我到县城给在宁波的妹妹邮寄20
斤自己种的板栗，花了50多元邮递费，还花了几
元公交车费，感觉成本比板栗还高。”徐世云说，

“2015年，中国邮政在村里设置快递收发点，我赶
紧向村里报名，承包快递点。”

由于山区人口居住分散，刚开始，好多人不知
道这里能寄取快递，徐世云便利用各种村民集会场
合宣传快递点，还建了微信群，通知大家收快递。

簪子河村原先是个贫困村，2016年统计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121户、395人，贫困人口占比
19.9%。近几年，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和村里茶
叶经济的发展，村民逐渐富了起来。2020年，所
有贫困户全部脱贫。

64岁的唐族刚骑摩托车带着老伴儿来取快
递，在浙江义乌打工的女儿为他们寄了袜子、护膝
和上衣。自从女儿说给他们寄了东西，老两口每天
都来快递点查看。唐族刚家里种了两亩茶，每年卖
鲜茶叶能收入1000多元，平时到别人的茶场里除
草、采茶叶，每天收入100元左右。

据簪子河村党支部书记胡良杰介绍，村里常年
在外打工的有900多人，截至2月2日，向村里报
告回来的有200多人。

“今年由于特殊情况，虽然好多人不回家过年
了，但他们心里牵挂着家里人，能往家寄些年货和
需要的东西，能把温暖传递回来，我感到很欣
慰。”徐世云说。 （新华社郑州2月8日电）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大白菜每斤才1块2，真的很实惠。这次投放平价菜很及时，
我为政府点赞！”6日上午9时，在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的新百超
市内，正在挑选蔬菜的市民刘桂秀对春节前的平价蔬菜赞不绝口。

超市内熙熙攘攘，果蔬区悬挂“西宁市政府平价蔬菜销售网
点”的牌子，不少顾客拿着挑好的新鲜菜品排队称重。“黄瓜每斤
3.5元，蒜薹每斤6.6元……甚至比平时每斤还便宜3块多，真不
错。”刘桂秀指着价格标签对记者说，入冬以来，蔬菜价格曾小幅
上涨，她对年货储备曾有担忧，但这次逛超市，让她彻底放心了。

为做好春节保供稳价工作，西宁市决定自2月6日至2月11
日，在全市259家网点供应7种平价蔬菜，包括西红柿、黄瓜、陇
椒、蒜薹、长茄子、土韭黄和大白菜。

同样是平价蔬菜销售网点，几公里外的城北区小桥大街惠客家
超市内，超市工作人员王霞霞忙碌了一上午。

“平价蔬菜都是些老百姓常吃的菜。青海冬天蔬菜较贵，像包
饺子用的韭黄，往年春节价格能达到每斤16元。现在每斤便宜了

5元，很划算。”王霞霞告诉记者，早上购买平价蔬菜的顾客络绎
不绝，货架上的蔬菜已经上了好几轮。

据了解，西宁市平价蔬菜供应期间，各供应零售经营网点门牌
统一悬挂标识，并公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12315。各零售
经营网点会对平价供应的蔬菜单独制定价目牌，统一品种、统一价
格、集中摆放销售，平价蔬菜每人一次限购单品不得超过5斤。

西宁市地处青藏高原，高海拔、低气温致使本地冬季蔬菜产量

低。市场冬季销售的蔬菜大多来自外地省份。2020年入冬以来，
我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多轮寒潮天气，极端天气增加了蔬菜运输中
的损耗，增加成本，多种市场因素导致西宁市部分蔬菜价格出现不
同程度的上涨。

近年来，西宁市政府多次在节日前实施蔬菜、肉类限价供应，
老百姓“菜篮子”负担不断减轻，群众节日获得感不断提升。

（新华社西宁2月8日电）

平 价 蔬 菜 “ 暖 ” 新 年
——青海西宁节前投放平价蔬菜见闻

●新华社记者 解统强

本报讯（记者姜宁）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广大志愿者奋勇逆行。在洮北区德顺蒙古
族乡城四家子村，同样也有15名大学生志愿者踊跃报名，积
极投身村屯疫情防控第一线，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做家乡的

“最美青春逆行者”。
他们每天兢兢业业，耐心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用实际行

动，为家乡父老筑牢健康屏障。“王叔，这是给您的疫情防控知
识手册。在家里要勤通风、勤洗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
我打电话。”志愿者耐心细致地宣传劝导，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王雨竹是长春师范大学学生，得知村里需要志愿者后，毫不
犹豫地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志愿行动，每天早出晚归，以最快速度
掌握了自己负责的人员基本信息。“疫情当前，人人有责。作为当
代大学生，要有奉献精神，为家乡做力所能及的事。”她说。

每天，村头巷尾都有大学生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入户
摸排信息，查漏补缺，对重点地区返乡人员详细登记，摸清人
员流动情况，实时掌握动态数据。

吉林农业大学大一学生杨艳春告诉记者，作为从城四家
子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报答家乡，家乡需要
她的时候，她必定勇往直前，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做了志愿者。

践行志愿精神，奉献青春力量。城四家子村大学生志愿者用
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村里人员一起守护着家乡的平安。

践行志愿精神 奉献青春力量

疫情防控提示

截至2021年2月9日9时30分，全国
疫情风险等级划定为高风险地区45个，中
风险地区16个。

45个高风险地区
北京市1个为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

社区。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39个为光明街蓝

爵国际小区、幸福楼、丽景人家一期、华
翔雍和苑，民主街千叶湖小区、中盛波尔
多小镇、自由自宅、厚德载物B区、中房
花园小区，东昌街市医院公寓楼、银花园
楼，龙泉街官道人家、大禹康城、市政府
家属楼、康馨园3期，新站街教师新村、
公用事业局楼、江东花园、医药楼、新安
家园、外贸亿德、怡星园、二建家属楼、
中安欣盛A区、富通1号楼、银都府邸，
团结街月牙湾名居、东正奥园、弘康丽
城、福湾国际、农行60户、设计院楼、石
油化家属楼、东华小区、江东领秀、铁道
北710栋，老站街滨东家园小区、洞泉小
区铁路家属楼、和平新园。

黑龙江省5个为绥化市望奎县、哈尔
滨市利民开发区裕田街道、利民开发区利
民街道、哈尔滨市呼兰区兰河街道、哈尔

滨市呼兰区呼兰街道。

16个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1个，为浦东新区高东镇新高

苑一期小区。
吉林省1个，长春市1个为公主岭市

范家屯镇全域。
河北省1个，石家庄市1个为藁城区

全域。
黑龙江省13个，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和兴路街道 （原清滨街道部分，含仪兴
社区、电表社区、建文社区、福尚社
区、清滨社区）、呼兰区孟家乡、呼兰区
公园路街道、呼兰区建设路街道、利民
开发区利业街道、利民开发区裕强街
道、利民开发区南京路街道、利民开发
区乐业镇、道里区建国街道、道里区抚
顺街道、道里区新阳路街道、道里区新
华街道、道外区永源镇。

提醒广大群众从上述地区返（来）白
要及时向社区（村屯）、单位登记报备，配
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请广大群众提高警
惕，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确有特殊情况必须前往的要及时向所
属社区（村屯）、单位报备。

图为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城四家子村大学生志愿者到村民家中作疫情防控宣传。
本报记者刘冠男摄

志愿服务·公益白城

（上接一版）
砥砺五载，决胜今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

队”，“十三五”洮北区坚毅笃行战贫困，伴着高亢而
嘹亮的冲锋号声，奋勇夺取脱贫攻坚战役中遇到的
一个个“山头”，坚决消灭拦在贫困群众奔向小康路
上的猛虎，掀起了一场场洗刷贫困、追赶先进的疾风
骤雨。

短短几年时间，洮北区聚焦巩固提升“两不愁三
保障”补齐短板弱项，勠力同心、久久为功，风雨无
阻、驻村奋战，坚持目标不变、靶心不偏、焦点不散，
冲着问题、解决问题、清除障碍，形成了“镇镇有产
业、村村有项目、户户有门路”的良好局面，新建、续
建扶贫产业项目100个，发展庭院经济1076万平方
米，实现贫困村、贫困户全覆盖和叠加覆盖，贫困人
口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精准
发力，教育、医疗、低保、就业等行业扶贫政策落地生
效；在“精”字上下功夫，在“准”字上出实招，危房改
造、安全饮水、道路交通、有线电视等基础建设全部
达标，实现了错退率、漏评率“双零”，贫困户满意度
98.96%、非贫困户满意度99.79%。位居全省前列的
高质量脱贫摘帽答卷，切实兜住了贫困群众的脱贫
底线，确保困难群众稳定脱贫致富奔小康，全区上下
呈现出产业成风景、人人争先进、发展日日新的良好
势头。

砥砺五载，行稳致远。为撑起洮北高质量发展绿
色“保护伞”，努力擦亮生态和谐的幸福底色，五年
来，洮北区坚定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从“增绿量”到“增颜值”，从“护根基”到“强保
护”，从“护生态”到“谋致富”，大力推进生态立区战
略，统筹实施“水林草湿”一体化工程，强力实施“河
湖长制”，探索推进“林草长制”，严格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推进秸秆“五化”利用，强势打响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

治理洮儿河18.5公里，修复险工11处；植树造
林7.4万亩，恢复湿地4.2万亩，治理草原30万亩；整
治河道“四乱”61处；青山草场景观初现，东湖项目
积极进展；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创新模式，代表吉
林省在全国进行典型经验交流，区域生态、生活、生
产环境空前改善，一幅天蓝地绿、生态和美的“高颜
值”画卷在洮北大地徐徐展开。

砥砺五载，华美蝶变。翻开洮北的城建篇章，拼
搏奋进的五年里，洮北区迎来了一场撼人心魄的变
革，老城改造建设在这里激情上演。作为工程建设的
主战场，洮北区集市区之智、举全区之力、乘攻坚之
势，凝心聚力建家园，联动市区、全员上阵，鏖战500
昼夜，创造了“三年工程、两年完成”的“洮北速度”，
坚持“精心、精细、精品”理念，实施海绵城市、管廊建
设等16类306个项目，拆除违建10058处、13万平
方米，改造主次街路21条、小区101个、广场公园3
个、城市出入口2个，新建标准化社区5个、小游园3
个、现代化公厕8个，创造了洮北历史上力度最大、
标准最高、改造最彻底的城市建设奇迹，一座地上铺

“海绵”、地下建“管廊”、智慧在“云端”的魅力新城走
入洮北人民生活，洮北以一座新城向历史、向组织、
向群众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砥砺五载，民生为重。“十三五”期间，洮北瞄准
发展所需、民心所向的“靶心”，倾力倾情惠民生，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各项民生事业
迈上新台阶。

民生保障更加坚强有力，实现“学有所教、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住有所居”，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977元，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336元；城镇新增就业4.05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03万人；城乡低保
应保尽保，年保障标准分别提高900元和 1820
元；改造农村危房9401户，安置棚户区居民4653

户，新改建公路1298.5公里，城乡居民住行条件
明显改善；新建教学楼和食宿综合楼10栋，改扩
建27栋，义务教育顺利通过国家基本均衡发展评
估验收；新改建村级文体广场123个、标准化卫生
室88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保持零发生，“和
谐洮北”建设迈上新台阶……一份份暖心的民生

“成绩单”让广大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红
利，使洮北发展得更有温度、更聚人心。

砥砺五载，初心如磐。“十三五”期间，洮北区忠
诚干净勇担当，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筑牢防
线、守住底线、不越红线，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制度建设年”活动，严
格执行“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全面实施“党建提
升”工程，基层战斗堡垒更加坚实，坚定不移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步伐。

“面对面”“硬碰硬”“实打实”，全面构建风清
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完善政府工作规则，压紧压实
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三公”经费
大幅下降，“四风”问题有效遏制，巡察利剑作用
切实发挥，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政府执行
力和公信力显著增强，促政风、正行风、带民风，
推动形成崇德守法、向善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全
区风清气正、政通人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初步形成。

不忘初心才会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可开创未
来，担当作为才能大有可为。“十三五”时期的洮
北，改革发展春潮澎湃，“十四五”扬帆在望，站
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洮北必将豪情满怀，以高质
量发展的浓墨重彩，奋力谱写新时代洮北发展的崭
新篇章。

悦来村的“防疫书记”

六 块 奶 豆 腐
●新华社记者 王靖

立春刚过，西北风变得温柔起来。踏着消
融的冰雪，蒙古族牧民夫妇郝海春和李斯琴高
兴地到镇上选年货，他们径直来到一家食品
店。

瞅准了店里最洁白如雪的奶豆腐，郝海
春品尝了一小块说：“就是这个味儿，给我来
六大块。”打包好方方正正的奶豆腐，郝海春
跟媳妇盘算起来，“这两块给我爸妈，这两块
是岳父岳母的，剩下两块咱自己吃。”一旁的
李斯琴微笑着点点头。

奶豆腐，是蒙古族群众春节茶几上的必
备品。虽然不是多贵的食物，一块只要25
元，郝海春家却用7年时间，经历了从买不
起、舍不得买到买得起的转变。

郝海春家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
旗努古斯台镇柴达木嘎查，这里是蒙古族群
众聚居地区，也曾是国家级贫困旗。2010年
前后，他家连续遭遇被骗钱、父亲生重病、
庄稼赔钱等变故，一度陷入“烂包”的日子。

“我公公病在床上没钱看病，孩子上学钱
也供不上，尤其是一到过年，讨债的电话就

‘狂轰滥炸’。”李斯琴眼泪哗一下掉了下来，
“当时穷得过年连块奶豆腐都买不起，离娘家
才4公里也回不了，因为打不起车，更没钱
买东西。家里拉下小10万元的饥荒，身上好
比背了一座大山。”

2014年，郝海春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精准扶贫政策接连落在他家头上。

“父母享受了健康扶贫，住院报销在90%以
上；孩子享受了教育扶贫，每年能有2000元
教育补贴；力度最大的，还要属产业扶贫。”

旗里2015年出资2.1万元为他家盖了牛
棚；2016年出资7500元为他家盖了青贮窖
池；2017年为他家申请到5万元扶贫小额信

贷用于买牛；2018年给予他家1万元产业扶
贫资金用于壮大牛产业；2019年聘用他为村
里的牛产业防疫员，年收入8000元……

好政策帮一把，郝海春家的牛产业没几
年就红火起来。他家牛圈里，一群黄牛悠闲
地晒太阳，个个膘肥身健。“我从开头的2头
小牛犊，发展到了现在的24头牛。”看到记
者的惊讶眼神，郝海春得意地说，“我中途还
卖了10头呢，其中2020年销售7头牛犊，
一次性收入10万元。”

2019年春节，家里买几块奶豆腐过年
已不再难，可是那个春节他们还是选择再
紧一紧。郝海春说：“一想到外面的欠账还
没还清，自己就舍不得吃。”这家人的勤勤
恳恳，帮扶责任人包文才看在眼里。“四五
点起来去种地，种完地赶回家喂牲口，扶
贫政策扶起了海春一家人的志气。他俩吃
苦耐劳，就像他们家的老黄牛一样。”他感
叹，“别说是奶豆腐，有了这股拼劲，啥愿
望实现不了！”

就在前几天，随着最后几千元转账给债
主，郝海春还清了家里所有的债务，结束了
结婚至今长达17年的“负债”生活，“过年
终于再没有讨债电话打来了”。

头戴鸭舌帽，扎着金黄色马尾辫，穿着
亮面羽绒服，年货市场中的李斯琴时髦而漂
亮。她挽着郝海春，挑选完六块奶豆腐朝着
肉摊走去。今年过年，两人将置办年货的预
算由去年的七八百元提高到了两三千元，他
俩有说有笑地买了烧鸡、牛肉、鱼。

春节将至，夫妻二人立了一个小目标：
“再使把劲，做大牛产业，把家里40平方米
的房子换成100平方米……”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9日电）

（上接一版）崔立岩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村上组
织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村民们都称他为“防
疫书记”。

今年年初，面对疫情防控形势，“防疫书
记”再次担起防疫重任，与村班子成员一起在

“查、控、扶”上找思路、下功夫，充分发挥“村党
支部、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3个群体作
用，建立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全村25名党
员、志愿者包保农户260户，实现包保全覆盖，
累计入户排查400余户次。同时利用“村政务
群”线上平台，对预返人员、返回人员、外来走
亲访友人员进行实时排查，确保外来及返村
人员“零漏排”。

抗疫同时，崔立岩不忘脱贫攻坚工作。
他每天都要和贫困户沟通，随时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临近年关疫情反弹，贫困户刘树国
家的小麦粉迟迟卖不出去，他主动联系亲朋
好友帮助销售面粉近1500公斤，老刘收入得
到了保障，防疫也有了信心，这么贴心的第

一书记让他打心眼儿里感动。
他还主动与洮南市扶贫办联系，询问疫

情期间扶贫特岗相关政策，并上报了3名贫
困人口，减轻疫情造成的收入少的影响。

脱贫致富要有引路人，他积极发掘人
才，为村未来发展找准带头人。王占超是退
伍军人，也是共产党员，从事种植、煤炭经
销、肉鸽养殖等多种经营。崔立岩看重了他
能干、敢闯、有担当的品质，相信他未来会
成为村发展的“领头羊”，便与村班子成员一
起帮助他研究发展思路，推荐其成为村致富
带头人，助力王占超成立了天悦鸽业有限公
司，并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帮助他销售肉食鸽
近300只，收入7000余元。

决战脱贫攻坚，他是第一书记；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他是村民的守护者。崔立岩用
实际行动在悦来村防疫一线上书写着自己的
初心使命，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
全镇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