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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邓亚杰）“保持一米距离，为别
人好，也是为自己好，是个很好的习惯。”近
日，在君山区政务大厅、医院、银行、派出所
等公共场所，都能看到地面上一道道红色、
黄色、绿色的“一米线”地贴，人们都自觉地
按照“一米线”距离排队办事。这是该区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
的一个缩影。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
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给公众的生活观
念、卫生习惯和行为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
化。为推动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君山区充分
利用人们在疫情防控中形成的不扎堆、戴口
罩等文明好习惯，进行顺势推广。在推动健

康文明生活方式常态化的同时，实现疫情防
控常态化。

“目前，全区所有公共场所都设置了‘一米
线’，在保护群众个人隐私的同时，推动了群众
养成排队守秩序好习惯，也保护了人们的自身
安全。”据君山区文明办负责人介绍，该区开展

“一米线”行动以来，所有窗口单位主管部门迅
速行动，在医院、超市、学校、景区等人流密集
区域，设置“一米线”的温馨提示地贴等，倡导
文明排队一米距离。这一举措也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支持，形成了一种自觉行为。

同时，“公勺公筷”的文明行为在君山区
也蔚然成风，该区在全市率先发出使用“公
勺公筷”的倡议书，通过电视、微信、村村响

广播等新媒体渠道进行广泛宣传。首先在
该区党政机关食堂全面铺开，不少机关食堂
还采用不同颜色的勺子和筷子作为“公勺公
筷”，起到提示作用。对于餐饮酒店，该区通
过横幅、宣传海报等形式对就餐顾客进行宣
传，并要求所有的经营餐饮的店家免费提供

“公勺公筷”，做到“一汤一公勺”“一人一公
筷”或“一菜一公筷”。“这次回来看荷花，在
外面吃的中晚两餐都使用了‘公勺公筷’，这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端午前回乡到君山
野生荷花世界看荷花的王先生高兴地说，君
山现在的文明城市含金量更重了。

一方面推广“公勺公筷”“一米线”等文
明习惯，另一方面，君山区劝导志愿服务也

同步开展起来。该区充分发挥文明实践中
心的作用，组织全区志愿者们投身到文明引
导活动中来。君山区“星星义工”的志愿者
陈桂香一有时间就穿着橙色马甲，拿着“因
为爱你，守住一米”的提示牌，在该区政务大
厅开展志愿服务。有些来办事的群众比较
心急，会直接走到前面的人旁边去，他们就
会举牌子、打手势，示意大家按照地上的“一
米线”有序排队。

现在，“一米线”成为君山人出入公共场
所遵守的行为准则线，“公勺公筷”也成为君
山人就餐的标准配置。这种文明新风的树
立，不但为疫情防控加上“安全锁”，也已成
为城市文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推广防疫常态化 树立文明好新风

本报讯（冯 铁 方 园）“珍爱生命，拒绝
毒品，积极投身于禁毒斗争行列……”6月24
日清晨，君山区“6·26”国际禁毒日健康徒步
宣传活动在柳毅路举行，响亮的禁毒口号划
破天际，该区300余名干部职工集体为健康
徒步，为禁毒代言。此次活动由该区禁毒委
员会主办，区禁毒办承办，区总工会、区妇女
联合会、共青团区委协办。

8点开始，志愿者们陆续在“拒绝毒品我
先行”签名墙上签下名字。随后，全体禁毒
志愿者们高举拳头，喊出响亮的禁毒宣誓口
号。随着活动主持人一声令下，志愿者们纷
纷走出徒步起点。

此次活动，他们将一路沿柳毅路向西，
到五星路交叉口，完成全程约 3 公里的徒
步。活动中，志愿者们高举禁毒宣传旗帜，
向市民展示积极、健康、阳光、趣味、无毒的
生活理念，与宣传横幅成为沿途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立可移动禁
毒宣传展板、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进
行宣传，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教育，增强广
大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凝聚
全民禁毒的磅礴力量。来自柳林洲街道的
马博告诉笔者，通过“6·26 禁毒日健康行”
活动，让他和同事们既锻炼了身体，也了解
了毒品的危害，他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能

够多开展。
近年来，君山区禁毒工作坚持“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
举”的工作方针，深入推进新一轮禁毒人
民战争，坚决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取
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该区将始终保持
对毒品问题“零容忍”态度，聚焦重点人
员、重点地区、重点物品，坚持“严防”、坚
决“严打”、强化“严控”、突出“严管”，并将
以动员全社会资源、采取最大力度动员有
效战法，进一步提高全区人民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和能力，确保全社会自觉抵制毒
品的氛围更加浓厚。

为健康徒步 为禁毒代言

本报讯（邓亚杰 方 圆）“有一复工男
子体温 38.3℃，伴有咳嗽乏力症状，请应
急机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6 月 10 日
8 点 30 分，君山区疾控中心接到一病例报
告，在向区卫健局报告情况的同时，中心
应急机动队流调、采样、消毒、宣教各组
迅速穿戴好口罩、防护服，经过检查，10
分钟后迅速赶往了该病例男子所在公司
隔离室。

拉好警戒线、调查流行病学、采集病人

标本、全面消毒……赶到现场的应急机动
队各小组迅速开展工作。病人经采样后，
乘救护车到达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专
家会诊。

“报告指挥部，区人民医院初步诊断为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需进行隔离治疗，我
们已开展密切接触者调查、疫点消毒、健康
宣教，同时样本已送往市疾控，如确认阳性
后，将启动应急响应。”10点整，区疾控中心
向区指挥部汇报应急处理情况。

“很好！本次演练非常成功！”
原来，这是君山区疾控中心针对疫情常

态化开展的一次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内容
包括疫情的发现与报告、应急处置、应急处
置的准备、后续措施等项目。在场的市疾控
中心专家组、全区各医疗机构负责人及分管
传防工作负责人纷纷表示，区疾控中心演练
人员职责明确，配合紧密，假若真的出现疫
情，我们有一支“叫得应、用得上、靠得住”的
疫情战斗队伍。

让梦想的阳光让梦想的阳光
照亮贫困户照亮贫困户的心田的心田
扶贫第一书记张焱根的愿望

“真搭帮张书记哟，今天的一切就好像
做梦一样……”6月20日，在君山区柳林洲
街道办事处长沟子村贫困户王丽萍家的葡
萄园里，满园的葡萄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
玛瑙青里泛红，放眼望去，美不胜收。丰收
在望，王丽萍手捧一串珠圆玉润的葡萄喜
不自禁。

“现在是采收前的关键期，一定要按技
术员的要求来。”刚从医院吊完水，张焱根就
来查看王丽萍家葡萄的长势。这 4 亩地的
葡萄是王丽萍一家人的全部希望，来不得半
点闪失。

今年 57 岁的张焱根是君山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驻柳林洲街道办长沟子村第一
书记，在扶贫路上已奔波了 4 个年头。当
初好不容易调到区直机关，照理说也该享
享清福了。在基层摸爬滚打了 34 年，况且
他的高血压、高血脂和胃病已很严重了，
家人们也一直无法理解，劝他跟领导打打
招呼……“局里基层我最熟悉，扶贫工作
我不去谁去？”张焱根做通了家人工作，欣
然到任。

面对村里扶贫重担，张焱根卷起铺盖在
村委会里安了家。他白天下地，晚上入户，
勤走访，细核实，对全村42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如数家珍，张焱根用一颗火热而真诚的
心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当张焱根第一次走入王丽萍家时，王丽
萍连孩子上学的生活费都没地方借了，外面
还欠着15万元的外债，而瘫痪在床8年的丈
夫一脸的绝望，随行的扶贫工作队队员们心
都凉了半截。一定要让这个灾难不断的家
庭走出困境，为帮王丽萍一家脱贫，张焱根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一个小目标。

扶贫先扶“志”，儿子是他们夫妻俩的精
神支柱，张焱根亲自上学校解决了孩子的助
学补助，并掏钱为孩子购买了学习用品，让
孩子踏实读书。

要脱贫，收入是王道。近几年，王丽
萍所在村组，大多数村民都靠种葡萄致富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日子，王丽萍是个好强
的女人，做梦都想把家后面的 4 亩地变成
葡萄园。“葡萄园是帮王丽萍家脱贫的好
出路。”当张焱根作出这个决定，就从资
金、技术、人力、销售等各个方面发动了自
己的资源。

没资金，张焱根跑银行申请产业贷款5
万元；没劳力，张焱根带领扶贫工作队义务
来帮工；没技术，张焱根请来葡萄种植大户
手把手地教；没化肥，张焱根联系后盾单位
并带头捐款一万余元……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9年，王丽萍家的葡萄喜获丰收，为帮助
其快速解决葡萄销售问题，张焱根又积极联
系各种销售渠道，帮助销售葡萄五千多斤，
当年纯收入5万余元，王丽萍终于实现了脱
贫致富的梦想……

在张焱根的帮扶下，长沟子村深度贫困
户罗来应、李海勇、袁旺平等也都通过发展
产业顺利脱贫。贫困户骆飞跃还主动提出
脱贫出列，要把困难补助留给更需要的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连续三年，张焱
根都获评全区“脱贫攻坚驻村工作先进个
人”，长沟子村也被评为全区“脱贫攻坚先进
单位”。

“小康路上，绝不落下一户一人。”这是
张焱根当初对全村群众许下的庄重承诺，
如今的长沟子村 37 户贫困户均已脱贫，小
康路上愈行愈稳。

（袁君辉 何 瑶）

桃园大丰收桃园大丰收
贫困户笑开颜贫困户笑开颜

本报讯（何 瑶 孙 舒）一株株挂满红彤
彤油桃的果树，吸引着一群群结伴而来的游
客，在绿树红果间采摘不停……近日，君山区
广兴洲镇殷家铺社区龚光华家的桃园大丰
收，瞧着前来购买和采摘桃子的人络绎不绝，
龚光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们果园里
今年产量在4万斤左右，全部卖完，今年毛收
入能达到 25 万元！”听着哥哥龚光焱介绍着
今年果园的收入情况，一旁忙着除草的龚光
华尽管汗流浃背，心里却乐开了花。

龚光华是广兴洲镇殷家铺社区的贫困
户，家里 31 岁的女儿因患脑膜炎，至今智力
停留在2岁左右。为了维持生计和给女儿治
病，他多年来一直在外做零工，医药费、生活
费成为压在龚光华头上的一座大山。

2018年，龚光华一家通过民主评议成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工作队队长王四明在
走访中了解到，龚光华夫妻俩为人忠厚，勤劳
肯干，如何让龚光华顺利脱贫成了王四明心
头的牵挂。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四明得知，龚
光华的哥哥油桃种植技术好，如果兄弟联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强带弱，这或许是帮
助龚光华“挖穷根”的一剂良方。

当年年底，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龚光
华兄弟俩计划筹集120万元，流转土地50亩，
栽种油桃15000株，创办岳阳市恒富果业家庭
农场。为了帮助龚光华解决资金困难，殷家
铺社区和工作队出面协调，为其办理了 5 万
元的小额扶贫贴息贷款作为入股资金，并聘
请区农业局专家长年为其进行技术指导。从
此，有了精气神的龚光华夫妻俩以园为家，一
心扑在桃树上，除草、打药、中耕、施肥、修枝，
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2019年，家庭农场果园挂果，年利润就突
破15万元，龚光华的股份分红加上果园工资
收入有近 6 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今年，果园更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尽
管早期受疫情影响，线下销售一度受阻，但经
区、镇两级扶贫网络平台广泛推介，线上销售
十分火爆，单价达5—8元/斤，最高日销量达
5000多斤，龚光华请了几个帮工都搞手脚不
赢，过足了一把当老板的瘾。

脱贫攻坚，产业是根。广兴洲镇殷家铺
社区通过吸纳贫困户或以资金或以土地入股
等形式，参与产业发展，让贫困户有了一份稳
定的资产性收益。相似的模式也出现在钱粮
湖镇丰收村蔬菜种植基地、许市镇金盆村湘
莲养殖基地等地。近年来，君山区不断创新
产业增收全覆盖机制，让“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实行“一村一策”，培训
发展一批主打项目，打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示范村，每个村建一个产业合作社，把村组集
体经济和贫困户利益联结起来，在输血的同
时不断增强贫困户的造血能力。

千名教师集中学习千名教师集中学习
助力学校思政课建设助力学校思政课建设

本报讯（廖辉宏 孙 舒）“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加强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根本遵循，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办好思
政理论课……”连日来，在君山区各中心学
校，区委宣讲团成员以“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为题，为学校思政理论课教师详细解读习近平
在学校思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今年来，君山区教育局坚持把思政理论
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理论课
建设的突出问题，强弱项，补短板。在工作格
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各中心学校党委（党支部）书记、校长带
头走进课堂，同思政课教师一起相互研讨，共
同推进。立足君山实际，坚持统一性和多样
性原则，鼓励各中小学校加大教研教改力度，
不断创新思政课课堂教学，并成立思政课名
师工作室，构建全区思政课教研网络，强力推
动学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岳阳市十六中学自创办以来，坚持把“铸
魂育人、立德树人”摆在首位。学校每周都固
定开展思政理论课教师研讨会，举办师生读
书会、诗会等活动，让学生在积极向上、乐善
好学的氛围里健康成长。

许市中心学校校长李大航在专题学习讨
论时高兴地说，“去年我参加了全国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培训学习，收获不小。今天听完
授课后，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全区课堂教学
改革的窗口，许市中学一定要走在前列，不断
优化资源配置，充分挖掘教育资源，实现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

截至目前，君山区委宣讲团已在全区40
多所中小学举办专题学习12场，近千名思政
课教师参加学习并开展专题讨论，撰写心得
体会和教研论文1200多篇。

“这个是我今天包的粽子，
虽然不太好看，但是我非常用
心学习了。”6 月 24 日，在广兴
洲镇敬老院开展的“我们的
节 日·端 午 ”文 明 实 践 活 动
中，广兴洲镇中心小学学生
周雅丽说道。

活动中，大家分工明确，淘
米、切料、洗粽叶；孩子们围在
老人身旁，认真学习包粽子的
手法；老人们一边包粽子，一边
给孩子们讲述端午节的各种传
统习俗、传说故事，庭院里其乐
融融，一派老少同乐的情景。

闵 皓 摄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打造一支“叫得应、用得上、靠得住”的疫情战斗队伍

志愿者们高举宣传旗帜，徒步为禁毒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