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不容大意。为有效落实最小
单元防疫管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提醒广大居民使用“场所登记码”（简称“场
所码”），事关防疫大局，自觉扫“场所码”是
当前每位公民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

“场所码”如何操作使用？“场所码”的应
用范围包括哪些？如何方便快捷提升通行
效率？10月 18日，记者采访了自治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相关专家。

什么是“场所码”

“场所码”在全国已广泛推广使用，实践
证明，“场所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宁夏防疫“场所码”是依托宁夏疫情防
控管理平台和防疫健康码系统开发的，在疫
情常态化防控中，可以帮助场所管理人员替
代传统纸质登记，避免接触传染风险，对场
所出入人员进行快速登记，掌握人员健康状
态信息，方便场所管理。

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相关专家表示，在局部应急状态下，可通过
确诊者、密接者、次密接者扫描“场所码”的
登记记录，对时空关联下的其他风险人群辅
助开展流调追溯排查。

如何申请“场所码”

各场所负责人或指定管理人员注册登录
“我的宁夏”政务App，点击“健康码”页面的“场
所登记码”，填报场所信息后即可生成该场所
专用的“场所码”，场所管理人员可将领取的

“场所码”印制张贴在场所入口处显著位置。

如何使用“场所码”

群众进入张贴“场所码”的场所时，应主
动通过“我的宁夏”政务App“扫一扫”功能扫
码登记，或在“健康码”页面选择“到访登记”
扫码登记。

“场所码”的应用范围

记者了解到，根据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要求，进入购物餐饮、住宿、
洗浴美容、文化旅游、体育娱乐、公共服务、
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生活办公等 10类场所
人员，要逐人扫取“场所码”。

1.购物餐饮类场所：便利店、商场、超市、
农（集）贸市场、物流园、冷链、书店、餐厅、饭
店、咖啡馆、酒吧、茶座等。

2.住宿类场所：酒店、宾馆、招待所、民
宿等。

3.洗浴美容类场所：公共浴室、理发店、
美容店等。

4.文化旅游类场所：旅游景区、展览馆、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教培机构等。

5.体育娱乐类场所：体育馆、游泳馆、健
身房、公园、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
（室）、歌舞厅、KTV、音乐厅、网吧、棋牌室、剧
本杀、密室逃脱等。

6.公共服务类场所：市民大厅、政务服务
中心、银行、水电气网暖营业厅等。

7.交通运输类场所：机场、火车站、汽车
站、公路卡口、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8.医疗卫生类场所：医院、卫生院、诊所、
体检中心、药店等。

9.生活办公类场所：居民小区、行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写字楼、厂区园区等。
10.其他场所：公交车、出租车、通勤车、

建设工地、宗教活动场所、大中专院校、教培
机构、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监管场所、
殡仪馆等。

“场所码”如何调用数据？

“场所码”数据由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统一管理，各级防疫指挥机
构开展流调工作需要使用时，可向自治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提出申请，系统
建设管理部门按照要求提供数据。

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相关专家提醒广大居民，“场所码”是人员进
入到各公共场所使用的专有二维码，在疫情
防控精准流调溯源和哨点监测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请广大居民做好自我防
护，减少聚集性活动，进入公共场所前测体
温，查验健康码、行程码，扫“场所码”，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让安全陪伴你我他。

出入公共场所，自觉扫“场所码”很关键
本报记者 王 刚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适清）10月 12日，
平罗县富乐民蔬菜综合批发市场内车来人
往，在一个印有“爱心助残”字样的摊位前，
王茂军正在整理鸡蛋。

王茂军是四级残疾，售卖鸡蛋有些年头
了。“以前没有固定摊位，无法保证客源不说，
更没有稳定收入。”他说。

今年 7月，石嘴山市精准聚焦残疾人需
求，选址平罗县富乐民蔬菜综合批发市场，
成立石嘴山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我们
设置了 20个特别岗位，为残疾人及其家属免
费提供摊位，调动了他们自食其力的积极
性。”平罗县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水城民生社区的人造
花项目车间内，坐满了插花的工人，他们都是

周边社区的残疾人或残疾人家属。张起是其
中一员，分散的零件经他一捻一插，一束满天
星便已具雏形。“赚多赚少都能为家里减轻点
负担，我也能开心生活。”他笑着说。

今年惠农区引进“人造花艺”手工制作
以来，已开展岗前实操培训班 5 期，培训
130余人，实现就业 30余人。“这个项目就
业要求门槛低、工作时间弹性大，能够有效
缓解当前残疾人的就业困难，帮他们实现
家门口就业。”惠农区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说。

近年来，石嘴山市大力实施残疾人精准
就业提升行动，印发《石嘴山市开展 2022年
全区“送政策、挖岗位、促就业”残疾人就业
进园区进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鼓励企
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挖掘残疾人就业岗位
155个，实现就业 159人。以培育龙头企业、
合作社、致富带头人等为阵地，实施产业项
目 25个，投资达 613万元，带动残疾人就业
达 667人。持续实施“阳光助残小康计划”，
为 290户种植养殖能手残疾人家庭发放致富
产业项目扶持资金 116万元。建立石嘴山市

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等 6个就业创业基地，
共带动 485名残疾人就业。定期开展残疾人
职业技能和岗位提升培训，鼓励引导 3718名
残疾人实现就业。

“此外，我们还加强残疾人大学生就业
工作，为考入大中专院校的残疾人及残疾人
家庭子女 151人发放扶残助学金 43万元，指
导推荐 27名残疾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石嘴山市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该市就业年龄段内残疾人 11711名，实现
就业6388人，就业率达54.55%。

石嘴山市助残疾人精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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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一大早，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的
卫生室就来了患者，村医马玉珍叮嘱来人躺在病床上，起身
去治疗室收拾理疗设备，烤灯、火罐、酒精，这些简单的工具
是他常年工作的“伙伴”。

马玉珍是村里唯一的村医，在村民的心里，他是大家的
“医”靠。“从海原县搬迁到这里后就经常找他看病了，听他的
嘱咐，我们心里就有了底。”村民说。

马玉珍的父亲是一名村医，从小耳濡目染，他立志成为
一名村医。1997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
行医，为乡亲们诊治疾病。

2017年，村里决定搬出大山，马玉珍也跟随大家搬到
了海燕村。搬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寻找卫生室，“村部旁边
有卫生室但门关着，门上只贴了急救电话，没有医生坐
诊。”他说，突发状况时卫生室是“黄金救治点”，应该确
保开放。

第二天，同村的一位老人向他求助，马玉珍立即拨打急
救电话，并随车去了简泉卫生院，找院长说明情况。院长决
定聘任他担任海燕村卫生室村医，填补村医的空缺。

“卫生室没有装修好时，我就在家办公，给乡亲们看看感
冒等小问题，或者挨家挨户上门查访，建立移民健康档案。”
那时，马玉珍访遍了每户人家，哪位老人有什么病，孕妇的预
产期是什么时间，儿童的疫苗接种情况，他的心里都有一本
账。他用最朴实的工作方式，实现了“小病小伤不出村”，得
到了乡亲们的赞誉。

随着健康扶贫惠民政策的落实，除了日常坐诊，马玉珍
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到了健康扶贫、公共卫生服务上。针对村
里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他按季度上门随访一
次，遇到特殊情况更是随叫随到。

村民杨平虎被诊断为骨髓瘤，家里因病致贫。马玉珍在
入户时发现杨平虎家的情况符合帮扶条件，便帮助他建档立
卡，将他的信息及时推送。在马玉珍的帮助下，杨平虎顺利
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时通过“一站式”结算报销后，个人缴
纳的医疗费不到 5000元，报销比例达 90%以上。现在他的身
体逐渐恢复，日子过得很安稳。

如今，海燕村依托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搭建了远程门
诊，马玉珍又忙着学习使用远程门诊技术，帮助村民在家门
口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降低就医成本，接受更专业的
医疗服务。

“我在诊断时如果有疑难问题，可以帮他们在网上挂号，
通过远程门诊将患者信息推送给市二医院，由市二医院的专
家远程问诊，或者患者直接去医院看病。”马玉珍说。目前，
已实现远程诊疗 213人次，确保群众小病不出乡村、大病不出
县区、重病不出市。

与许多乡村医生一样，马玉珍坚持全年在岗，始终践行
着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提高村民健康水平的初心，让乡亲们
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行医 25年，他先后获惠农区最
美乡村医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马玉珍：让乡亲有“医”靠
本报见习记者 张适清

“中国石油的服务就是到位，家里的米
面没有了，家门口的加油站就有各种物资供
应。”10月 17日，家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
街道宝湖社区的王先生说。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石油宁夏销
售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油品不断供、商品
不涨价、服务不打烊”的承诺，扛起国企责
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多措并
举保障民生物资和油品供应，确保生产经营
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疫情防控期间，加油“小蓝人”变成了外
卖“蓝精灵”，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员
工们将米面油、零食、饮料等方便食品、生活
必需品送至加油站周边的各个小区，为更多

家庭送去生活物资。同时，中国石油宁夏销
售公司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多点发力立
即对速食类、糕点类、家庭食品类、包装饮料
类商品进行备货，保障商品不断档、不脱销、
不涨价，确保米面粮油、方便面、包装饮料等
商品供应充足。

中国石油宁夏销售公司迅速成立志愿
者突击队，近百名员工主动加入志愿者队
伍。因高速公路服务区区外客流量大，物客
流流通分散，高速公路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机关 29人奔赴 18对服务区开展
引导车辆、查验两码、消杀消毒等工作，为基
层一线带去坚持奋战的力量。

银川分公司河东党支部成立了“防疫物
资保障”“员工心理疏导”和“抗疫冲锋保供”
3支党员突击队，有序开展防疫物资保障、加
油站内消杀、员工心理疏导和送油供油等工
作。仅一周时间，河东党支部就为白土岗奶
牛养殖基地送去保供油品 60吨，及时解决了
上百家单位的用油问题。

固原分公司成立党员先锋队，在中山
街加油站、北新街加油站设立油品保供
站点，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为第一线的
车辆加满油。

中卫分公司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到岗，吃
住在办公室，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积极与
当地政府和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办理车辆
通行证，保证加油站应急物资、油品、商品供
应，加油站经理带领各站员工住站值守，采
取灵活方式为顾客提供各项服务。

中国石油，为战疫“加油”
本报通讯员 许芊子

本报讯（记者 张瑛）10月 18日一大早，
中卫市鸿聚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
彦军便开始忙活起来，指挥农机人员对刚割
完的稻田进行秸秆处理、平田整地，为来年
粮食种植做准备。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我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和“三秋”生产，成
为全区“战疫情、保秋收、稳供给”的“主力
军”，为稳住我区农业“基本盘”，筑牢“三农”
压舱石打下坚实基础。

按照农业农村部门统一调度，全区近
300家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闻令而动，迅速响应，科学安排
收割时序，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提高粮食
收储效率，做到人员不聚集、机械不闲置、颗

粒能归仓，打赢秋粮抢收“保卫战”。
海原县建宏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

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社共有 5 台玉米收
割机。理事长王健主动牵头，整合当地资
源，又与宝鸡农机作业公司对接，调入 10
台收割机，全部投入到李旺镇的秋粮抢收
工作之中。

“从 10 月 3 日起，22 台收割机日作业
1800亩，目前李旺镇的收割任务已近尾声。”
王健向记者介绍，最近他又与宝鸡农机作业
公司联系，准备再调入 6台机械，“七营镇的
抢收工作刚刚开始，3万亩玉米，预计 10天左
右全部收割完毕”。

疫情防控期间，我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共投入农机设备 700余台（套），抢收秋粮作

物 64.02万亩。截至 10月 17日，全区秋粮已
收获 878.96万亩，进度 96.58%，已进入收获
尾声，中北部 17个县（区）秋粮收获完毕，南
部山区马铃薯处于集中收获期。

在稳生产的同时，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也主动投入保证重要农产品“供应战”之
中。聚焦城乡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充
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生产、联通
市场的资源优势，积极解决小农户农产品
运输难、销售难等问题，合理安排蔬菜、水
稻、畜禽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市场供
应，有效保障了各类农产品的有序流通和
稳定供给。

宁夏中卫市西部枣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经营主

体。疫情发生后，合作社积极承担企业社会
责任，连夜投入粮油加工生产，并组织 15名
员工深入加工和销售一线，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加快生产、组织货源配送，确保市
民“米袋子”和“油桶”不落空。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 24小时服务，保障
市区内当天下单当天就能收货，同时为下单
的客户提供良好的售后保障。”西部枣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李永鹏说，9月 20日到目前，合
作社已为当地居民配送米面 40吨，加工食用
油70多吨，配送5700余桶。

据了解，“9·20”疫情突发以来，全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共向市
场输送粮食 6.24万吨、蔬菜 4.38万吨、畜禽
产品1.24万吨、水果2500多吨。

我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产保供力保百姓“食无忧”
“9·20”疫情突发以来，投入农机设备700余台（套）抢收秋粮作物64.02万亩，向市

场输送粮食6.24万吨、蔬菜4.38万吨

本报讯 10月 17日 0—24时，新增确诊病例 3例（兴庆区
2例、贺兰县 1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5例，银川市 3例（兴庆区 1例、西夏区 1例、永宁
县1例），石嘴山市1例（平罗县1例为自治区外输入），中卫市
1例（海原县1例为自治区外输入）。无新增疑似病例。

自 2022年 9月 20日以来，截至 10月 17日 24时，全区现
有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292例。

10月17日全区新增确诊病例3例
无症状感染者5例

本报讯（记者 何耐江）“受疫情影响，我们不能到大厅
现场办理预缴税款业务，然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马上就
要过期，本月必须完成预缴，这可怎么办？”近日，中卫市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后台工作人员李菁在接到某异地建筑企业办
税人员的来电后，立刻远程辅导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完
成了本次预缴业务。

为确保纳税人缴费人涉税问题第一时间得以解答，近
期，中卫市税务局安排专人随时收集对外公开电话、“中卫税
务”微信公众号等各平台涉税诉求，对涉税业务以“一对一”
方式开展“云辅导”，做到云端答疑“不打烊”。面对办税财务
人员受疫情影响无法办理涉税业务的实际，后台工作人员在
征得纳税人同意授权后，添加办税人微信，通过线上传递社
保核定单信息的方式，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为纳税人远程办
理社保费缴纳业务。

目前，中卫全市税务系统办税服务厅建立“党建+帮办代
办”工作机制，党员业务骨干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全力推
进“线上问、热线帮、远程办”服务，成为特殊时期常态化工作。

据了解，中卫市税务局充分发挥“杞云 e税”服务团队的
服务效应，大力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截至目前，

“杞云 e税”服务团队通过税小杞线上办“一对一”辅导、税小
云“手把手”帮办，共为纳税人领用纸质发票 1098份，累计接
听热线咨询电话 400余次，为纳税人办理业务 200余笔，协调
解决疑难问题69次。

中卫“非接触式”办税服务再升级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制油项目于 2013年 9月 28日在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开工建设，是世界石油化工及煤制油化工行业一次性单体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煤制油
化工项目。2022年7月28日，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煤炭间接液化项目——400万吨/年煤炭间接
液化示范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按照工艺技术、装备台套数统计，项目国产化率达到 98.5%，
项目成套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14年12月13日，神华宁煤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中。（资料图片）
2022年 8月 5日，从高处远眺，神华宁煤 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犹如钢铁巨

人巍然屹立，“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大型标语格外醒目。 本报记者 王猛 王晓龙 摄

建成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煤炭间接液化项目

10 月 14 日，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毛庄村农民收获土
豆。土豆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今年秋季雨水较多，土豆
喜获丰收。

本报通讯员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