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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热线宁报集团新闻职业道德

0951-6019493 （机关纪委）

0951-6033843 （全媒体指挥中心）

本报讯 10月 3日 0时—24时，全区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67
例，其中中卫市 56例（中宁县 39例、沙坡头区 16例、海原县 1
例），吴忠市 9例（利通区 8例、红寺堡区 1例），银川市 2例（兴
庆区 1例、金凤区 1例），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出
院3人，解除无症状感染者221人。

自 2022年 9月 20日 0时至 10月 3日 24时，全区现有确诊
病例30例，无症状感染者1405例。

10月3日全区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67例

“安所长，我和别人产生了纠纷需要调解。”10 月 1 日上
午，正在值班的彭阳县司法局白阳司法所所长安金芳接到李
某某来电。

今年9月，李某某因琐事与所在单位保安蔺某某发生口角，
后演变为肢体冲突，致使蔺某某眼部受伤，住院28天后痊愈出
院。双方因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来到司法所要求调解。

“你们都冷静下，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受理该纠纷后，安金芳
和司法助理员文师嘉、专职人民调解员赵霞及时召集双方当
事人进行调解，见双方情绪激动，及时给予安慰和劝导。

通过耐心劝导与说服，双方态度均有所缓和，调解员趁热
打铁，向双方讲解民法典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医疗费等赔
偿标准及计算方法，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释法明理和教育引导，
双方最终达成赔偿协议：李某某一次性赔偿蔺某某医疗费等费用
共计6万元，并当场履行了调解协议，该起矛盾纠纷圆满解决。

日前，固原市要求司法工作人员结合“调解九进 服务万
家”活动，重点做好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损害赔偿等常见性、
多发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落实领导包抓包联制度，压实工作
责任，推动矛盾化解；严格落实 24小时领导值班带班制度，确
保值班人员在岗尽责，第一时间调处化解矛盾纠纷。

“小矛盾如果不及时化解，就容易演化为大矛盾。”固原市
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朱继林说，在基层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机构体系中，司法所处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预防
和减少犯罪的第一线，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是司法所
工作的重点。

今年以来，固原市司法行政系统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4132件，调解成功率96%以上。

调解“不打烊”
本报记者 马 忠

因听信不实传言，10月 3日晚，银川市部
分超市出现短暂急购生活必需品现象。10月
4日清晨，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银川市
各大超市已紧急调配将缺货补齐。目前，全
区各大骨干商超蔬菜、粮食、食用油、肉、蛋、
奶制品及水果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

据了解，自治区商务厅监测的 6 家重点
批发市场（宁夏四季鲜、宁夏海吉星、吴忠鑫
鲜、固原嘉泰、中卫四季鲜、中宁红宝）10月 3
日购进蔬菜 3194吨、销售 3758吨、在途 1736
吨、库存 8518 吨。库存比 8 月份和 9 月份库
存峰值分别多 331吨和 471吨。本埠菜和外
埠菜库存分别为 2718 吨和 5800 吨，占库存
总量的 31.9%和 68.1%，外埠蔬菜主要来自
河北、甘肃、陕西、山东等地。监测的重点
蔬菜品类批发平均价格 3.34 元每公斤，低
于 10月 1日的 3.37元每公斤；零售平均价格
4.75 元每公斤，下降 2.3%，连续 5 日低于“9·
20”疫情前的平均价格，并较 9月份平均价格
下降2%。

监测数据显示，近 7 天银川市主要蔬菜
日均调入 3427 吨、调出 3227 吨、库存 7118
吨，库存可保障银川市居民9天需求。

中卫市 9月 25日至 10月 3日主要蔬菜日
均调入 552 吨、调出 554 吨、库存 1233 吨，蔬
菜供应整体稳定。吴忠市重点粮油加工及流
通企业成品米面存量 9880 吨，食用油存量
3732吨。重点监测的批发市场及商超当日蔬
菜调入 291吨、销售 528吨、库存 637吨，目前
全市地产蔬菜日均上市 4000余吨，市场供应
充裕，购销平衡，价格稳定。固原市辖区城镇
储备米面3255吨、食用油218吨、蔬菜1235吨、
肉类 545 吨、鸡蛋 425 吨、奶制品 2656 吨，各

乡镇便民服务网点、零售网点物资充足。石
嘴山市督促各大市场和超市加大米、面、油、
蔬菜等货源组织、调运及储备力度，重点监测
的 12家大型超市大米库存 110吨、面粉库存
86吨、食用油库存 76吨，能够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生活需要。

为确保生活物资运输畅通，截至10月2日
24时，自治区商务厅累计审核发放生活必需
品通行证（全国统一制式）2777张，有效保障
了生活必需品的跨省、跨市调运。

自治区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急购现
象发生后，自治区商务厅第一时间分头对
接新百集团、北京华联、华润万家等大型企

业主要负责人，要求延长当晚打烊时间，及
时补充蔬菜、米、面、油等主要生活必需品，
加大货源调运力度，提高补货效率，全力保
障应急需求。经了解，新百连超 10 月 3 日
蔬菜销售量较前一日增长了 133%，其中圆
茄子增长 2.2 倍、甘蓝增长 1.9 倍、土豆增长
1.5 倍。为此，商务部门督促新百连超及全
市 8 家企业运营的 121 家社区蔬菜直销店
连夜按照平时 3 倍货量补货。同时，督促四
季鲜、海吉星等大型批发市场连夜做好果
蔬储备、调运应急准备，保障向各大超市等
零售终端随时供货。自 10月 3日 23时 10分
起，新百物流已开始陆续装车向新百连超各

店配送补货。
“10月 4日凌晨，我们安排人员检查部分

超市，已经在紧急补货上架。同时，组织 6个
小组赶赴四季鲜、海吉星和新百物流等市场
蹲点，指导做好货源组织、分解配送。”自治区
商务厅主要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区地产蔬菜
大量上市，近 40%流向区内各大批发市场，市
场库存将持续增加。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
将进一步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
要求，密切关注本地蔬菜上市情况和保供企
业购销情况，做好产销衔接，加强市场监测，
加大储备调控，联动五市全力以赴做好生活
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

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
本报记者 杨 娟

↑10 月4日，宁夏新华百货现代物流有限
公司物流园区，工作人员正对生鲜商品按分
店编号进行集中分拣和配送。

本报记者 王鼎 摄

9月 20日以来，我区各地许多普通人不
仅自己挺身而出，还携手亲人一起奔向抗疫
一线，在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就有这样一对
齐头并进的母女。“00后”的杨洋今年大专毕
业后，走上燕庆园社区公益性岗位，她 47 岁
的母亲马学梅则是聚丰苑社区的一名公益性
岗位人员。

“马姐，酒精快用完了，快帮我取一瓶。”
“马姐，隔离户购买的蔬菜快帮我送一下。”
“好的好的，交给我了，你们的菜包我马上送
上去……”

母亲马学梅常手拿喇叭奔走在楼宇间，
呼喊居民做核酸检测，不停地叮嘱居民保持
间距、规范佩戴口罩。她奔波在各个点位运

送物资，每次都将大家的需求一一记录下来，
仔细核对，认真归类。在 8户 17人封控单元
和 18户 46人隔离户中，繁杂而忙碌是马学梅
的工作常态。

女儿杨洋今年 22岁，在燕庆园社区负责
网格管理、核酸采样扫码、服务隔离户等工
作。这次抗疫行动中，她既要做流调统计数
据的上报，又要配合医务人员为居民做核酸
采集，每天只能睡 4个小时。喊话、劝说、做
群众思想工作，为保障居民生活物资东奔西
跑，穿着防护服录入核酸采集信息，遇见年纪
较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帮助他们完
成健康码扫描……

“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抗疫一线人员

的辛苦和不容易。”杨洋说，累归累，但是能为
社区、为居民出一份力，自己成就感满满，特
别开心。

每天早上 6时，母女俩走出家门，分别到
各自的岗位上开展工作。“每当看到女儿脱
下防护服的样子，既心疼又骄傲，我也不能落
后啊！”马学梅自豪地说，她们既是母女，又是
战友。

从清晨到深夜，母女俩一直奔波在抗疫
路上，中午常忙得来不及吃饭，晚上见面时母
女俩都会相视一笑，彼此鼓励打气。有位居
民说：“虽然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但是我记
住了你的眼睛。”马学梅、杨洋说，有这句话觉
得所有的辛苦和劳累都是值得的。

我不认识你，但记住了你的眼睛
本报见习记者 张 敏

“这饭菜都是金芳送的，平时
她那么忙还记得照顾我的生活，
跟亲女儿一样！”9 月 29 日，家住
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东方红
社区的陈兆堂老人说。

老人口中的金芳，是东方红
社区居民赵金芳。疫情开始后，
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社区疫情防
控志愿工作。这些天来，赵金芳
在小区值守卡点，为居民运送蔬
菜生活物资，协助社区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相关工作。

小区封控期间，得知老小区
有 3 位独居老人需要照顾，赵金
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每天去给3位
老人送饭、送食物，照顾老人生活。

陈兆堂今年 81岁，是一位独
居老人。因为生活无法自理，需
要有人每天定时照顾生活起居。
赵金芳就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
连续几天照顾老人，贴心地为老
人送饭、喂饭、洗碗、清理生活垃
圾、打扫家里卫生，做着老人儿女
应该做的事。

陈兆堂老人喜欢看电视，为
了不影响老人休息，赵金芳每天晚上结束卡
点值班任务后，都会按时到老人家里关电
视，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将老人抱上床休息。

“谢谢金芳大姐和社区志愿者们，帮了
我们这么大的忙……”老人的儿女通过微信
不停地向赵金芳表达谢意。

“金芳阿姨特别贴心，很照顾志愿者。
平时会帮志愿者洗洗衣服，有时候还给志愿者
换着口味做饭菜吃。每天和金芳阿姨一起
工作感觉特温暖。”社区网格员廉亚兰说。

“我也有父母，我也有儿女。特殊时期，我
只是做了一个志愿者应该做的事。”赵金芳说。

这次疫情中，还有很多像赵金芳这样的
暖心志愿者，他们坚守在沙坡头区各个小区
的防疫一线，全力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上的不
便，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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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吴丽萍，女，2005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税务
总局石嘴山市税务局法制科科长。先后荣获全国税务系统先
进工作者、自治区先进工作者、自治区税务系统先进个人，
2021年被评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

感言：作为基层一线干部，我直接和广大纳税人打交道，
必须靠前担当，为纳税人提供真情、真诚、真切的服务，纳税人
的心就会与我们贴得更近更紧，征纳关系就会更加和谐。

9月30日，记者见到吴丽萍的时候，她的桌上放着一杯茶，已
经不热了。“早上上班时泡的，每天早上的浓茶或者咖啡已经
是标配了。”她笑着向记者解释，因为哮喘和鼻炎，晚上入睡困
难，早上只能用浓茶刺激自己，只为不影响工作。

“我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耽误大家的工作。”吴丽萍说。在
吴丽萍从业的 20多年中，认真负责是她的鲜明特点。无论是
征收一线还是服务一线，她从细微处为纳税人着想，始终将纳
税人需求挂在心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让纳税企业及时了解最新税
收政策是吴丽萍当时的主要工作。“一开始不能走访，我们就
每天打电话通知企业，有些企业嫌麻烦不愿意配合。后来能
走访了，我们就逐户对企业讲解政策，很多企业也很感谢我
们。”吴丽萍回忆道。凭着对税收工作的热爱和一心为民的工
作态度，她多次收到纳税人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赢得了纳税
人的好评。

今年，随着大规模退税减税政策的实施，吴丽萍又担任单
位退税减税办公室副主任，自今年 4 月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
政策以来，她常态化工作 3个多月，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

“我自己带头干起来，同事们看在眼里，也会跟着一起做。”吴
丽萍说。在她的带领下，各工作组业务骨干担当政策宣传员
和留抵退税审核员，在政策培训、退税答疑、系统测试、纳税人
清册数据提取、比对核实等多方面精准施策，克服重重困难，
将退税减税工作稳步推进。

吴丽萍：用忠诚坚守初心
本报见习记者 蔡莞郁

受疫情影响，全区养老机构日前实施封
闭式管理。养老机构的大门关了，但关怀与服
务不停歇，从院长到护理员、再到后勤人员，全
区 103家养老服务机构的 2081名职工吃住在
一线，既当抗疫战斗员，又当贴心守护者，用真
情为7000多名老年人撑起防疫的“保护伞”。

10月 4日，重阳节。下午 3时许，宁夏社
会福利院临床科护士长黄丽娟拧开一瓶饮
料，细心地将瓶盖收起，把饮料递给患有精神
疾病的张大爷：“您要的东西买来啦，尝尝看
合不合胃口？”照顾张大爷喝完饮料，黄丽娟
又拆开一包糕点，一点点掰开，喂到他口中。

“尽管养老院大门关了，但对老人的关爱
不能缺。”黄丽娟说，严防死守、扎实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她和同事尽可能满足老人的多

元化需求，为老人们增加娱乐活动项目、添置
水果零食等。福利院封闭管理后，家属不能
给老人送物资，她和同事主动揽来为老人们
购买物资的任务。每隔几天，黄丽娟和同事
都要收集老人们的购物信息，列出清单，统一
采购、消毒，再分发到老人手中。

距离宁夏社会福利院 180多公里外的中
卫市温馨一家托养院，也是温情依旧。疫情
发生后，托养院的 3名员工被封控在家，这让
原本人手不足的托养院不堪重负，托养院院
长张生琴动员所有行政人员“上岗”，除白天
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外，晚间代替护理员上班、
照顾老人。养老院封闭管理久了，老人们难
免会出现焦虑不安等情绪，张生琴成立心理
疏导小组，每天综合分析老人的情况，制定一

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有的老人和家人许久未见面，情绪出现

了波动。”张生琴说，她们借助网络视频通话，
为老人和家属架起一座“桥”，让他们隔屏相
见，感受到彼此的陪伴和关心。尽管身兼数
职、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但是张生琴还是想
方设法让老人过得舒心、开心。国庆节当天，
她和同事为托养院的 34名老人包了饺子，共
同为共和国庆祝生日。

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民政厅坚持把民
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和管理工作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日报告、零报告”
制度，同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全力满足老人
的个性化需求，确保民政服务机构封控不封
爱、隔离不隔心。

疫情之下，养老服务不中断
本报记者 姜 璐

←10月4日，新百连超银川兴庆府店，工作
人员正在上架蔬菜。 本报记者 王晓龙 摄

“胡老师，重阳节快乐！”10月 4日上午，
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区分院家属区内一栋年
代颇久的小二楼里，不大的客厅里挤满了人，
茶几上摆着鲜花和蛋糕，来自宁夏眼科医院
的几位医生围坐在 91 岁的著名眼科专家胡
怡芳周围，为这位前辈送上节日祝福。宁夏
医疗急救中心和眼科医院党总支组织的“培
根铸魂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在这里举行。

满头银发、衣着朴素的胡怡芳认真辨认
着眼前的每一个人，每叫出一个名字，她就像
孩子一样开心地笑起来。

1969年 11月，已过而立之年的胡怡芳和
丈夫带着父母、儿女一家 6口，从天津眼科医
院来到宁夏，支援海原县李旺乡建设。从繁
华的大城市来到荒凉的小山村，喝的是窖水，
吃的是土豆咸菜，但胡怡芳没有退缩。为了
给群众解除病痛，她在农民家的窑洞里设置
家庭病床，在炕头上拿着手电筒为病人做白
内障切除手术……几年时间，“胡大夫”在当

地声名远扬。
1971年底，自治区人民医院重新组建，胡

怡芳被调入组建眼科。一间门诊室、一间治
疗室、一间暗室，成为宁夏眼科起步的地方。
很快，眼科诊室和病房就挤满了患者。胡怡

芳大胆开展青光眼、眼外伤、视网膜脱落、白
内障摘除、眼部整形等高难度手术，相继取得
突破和成功。

1980年，新建的自治区人民医院投入使
用，时为眼科主任医师的胡怡芳又为自己定
了新目标，狠抓人才培养、引进新技术、开展
新业务。她先后请到十几位国内著名眼科专
家来宁夏讲学、手术示教，同时把自己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众多医师。经过不懈努
力，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成为宁夏眼科研究
所和世界人工晶体中国宁夏中心所在地。2005
年，宁夏眼科医院正式挂牌成立，宁夏及周边
省区病人把这里作为“看眼睛”的首选之地，
很多患者慕名而来，都抢着挂“胡大夫”的号。

为了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诊治，
胡怡芳从不限号，“限号就等于把病人拒之门
外，一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不仅会增加经济负
担，还可能延误病情。”她说。每次门诊都要
延迟到中午一两点，尽管疲惫不堪，她仍坚持
诊治。2000年，69岁的胡怡芳不慎摔了一跤，

造成左侧肢体功能障碍，不得已选择退休。
“休息了一段时间，她惦记患者和工作就

又回到诊室。”女儿黄海华说，直到 2014 年，
83岁的母亲还坚持每周上两个半天的门诊，
每次都要看诊五六十个患者。

“一个人，一个人的孤单，一个人最好的
年华，在这里，还原七彩的芬芳；一双眼，一双
眼的明亮，一双眼豁然地绽放，在手里，擦亮
心灵的视窗。”在感动宁夏 2009 年度人物评
选颁奖典礼上，这几句话阐释了胡怡芳的成
就与付出。在以胡怡芳为代表的一批老一代
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宁夏眼科医院已成为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分科最齐全，集医疗、教
学、科研、保健和防盲治盲为一体的现代化多
功能眼科医院之一。

“我热爱宁夏，在宁夏生活了 50多年，我
的血脉与之相连；我热爱眼科事业，在自治区
人民医院工作的 40多年中，我的身心与之相
融。”胡怡芳说。“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宁夏眼科医院院长庄文娟说。

胡怡芳：芳华永驻的“光明使者”
本报记者 刘惠媛 张 涛 文/图

宁夏眼科医院的几位医生为胡怡芳送上
节日祝福。

据报道，民政部确定了
70 个县（市、区）为全国“深化
乡村地名服务 点亮美好家
园”试点地区，银川市金凤区、

灵武市，中卫市沙坡头区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
综观我区本次入选的地区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

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银川市金凤区重点突出“休闲旅
游+乡村振兴”，辖区“六纵十二横”路网阡陌交错，湖泊湿
地星罗棋布，现代服务业、休闲观光旅游业发展迅速，荣
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灵武市重点突出

“历史文化+产业优势”，是宁夏唯一一个中国地名文化遗
产千年古县，也是我国重要的煤电化工、羊绒、优质果品

（灵武长枣）等产业基地；中卫市沙坡头区则重点突出“云
基地+全域旅游”，是西部“云基地”之一，拥有国家首批
5A级旅游景区，享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现代农
业综合示范区”等多项殊荣。

从休闲旅游，到千年古县，再到云基地，无论哪一个，
说起来都是亮点满满。或许，正因为有特点、有亮点，也
有“卖点”，它们才会雀屏中选。这也告诉我们，要想在蓬
勃兴盛、发展势头正猛的乡村游、全域游中脱颖而出，就
要写好特色文章，做到因地制宜、扬其所长，突出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优势。只有切实发挥好特色效应，擦亮特
色品牌，乡村旅游的路子才会无限宽广，也才能在满足美丽
乡村建设发展需要的同时，带动乡村村容村貌提档升级，推
动旅游业态更加丰富，带动农民持续增收，达到一举几得
的良好效果。

有亮点才有“卖点”
严霜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