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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通讯
员 徐彬 熊程成）3月26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开州区获悉，疫情期间，该区
通过经销环节无缝对接，线上线下齐发
力，解决了春橙一度销售难的困境。截
至目前，“开县春橙”销售量为10.6万
吨，日均销售2000余吨，产值达4.24
亿元，带动贫困户增收720万元。

春橙是开州区重要扶贫产业。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时，正值春橙上市季节。
为解决销售难题，保证果农收入，开州区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落实专人专班，

由区商务委、区农业农村委、各乡镇分别
负责对接外地客商、电商企业、本地代理
商、春橙加工企业以及各个果园，实现疫
情期间春橙经销各环节无缝对接。

同时，开州区还出台一系列奖励政
策，给予贫困村40%的包装箱补助，对
收购商和电商给予销售奖励，并开通入

驻基地、春橙采收、应急物流、出村出镇
出区的绿色收购通道。

在销售模式上，开州借助电商平
台，探索“网上看果、代收代发”的远程
收购方式，还由区长在直播平台出镜

“带货”，线上线下齐发力，推动电商销
售。截至目前，开州区“开县春橙”共销

售10.6万吨，产值达4.24亿元。
据了解，此次春橙销售期间，开州区

坚持把贫困群众放在首位，不仅在采摘、
销售上给予他们指导，还优先收购贫困户
的春橙，优先保障贫困户货款，优先保障贫
困户工资。目前，全区共销售贫困户的春
橙1800余吨，带动贫困户增收720万元。

开州销售春橙10.6万吨
产值达4.24亿元，带动贫困户增收720万元

□本报记者 左黎韵

“沈妹子，这几天网上下单的人多
吗？”3月20日，巫山双龙镇金花村，村
支书王绪亮又来到村级电商服务站。
电商合伙人沈启香此时正忙着打包货
品，小小的仓库里堆满了红苕粉、高山
洋芋等特色农产品。

“全国物流恢复正常，现在每天都
有上千元订单，村民寄卖的农特产品基
本不愁销。”沈启香停下手里的活儿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金花村村级电商服
务站就从没“打烊”，村里成立了抗疫服
务队，通过电商平台，帮村民代购农用物
资、代卖农特产品，使抗疫增收两不误。

电商代购农资保生产

巫山双龙镇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而金花村又是当地有名的贫
困村。这几年，靠着发展脆李、金秋梨
等特色产业，村民们陆续摘掉了贫困
帽。然而，疫情的到来却给巩固脱贫成
果出了道难题。

3月正是脆李春季管护的关键时
期，可镇里取消了赶场，果农们需要的
肥料、农药等农资物品难以购买。怎么
办？王绪亮与村干部商量，决定由村里
党员干部带头，组建抗疫服务队，解决
村民的生产生活所需。

作为村里的电商合伙人，沈启香一
家四口都加入了抗疫服务队。“村民们
有啥需要就打个电话，我们在网上购买
后，再送货上门。”

“多亏沈妹子帮忙代购，今年才没
有耽误农时。”贫困户罗良洪种了4亩
脆李，疫情期间，他向沈启香订购了
1000多元的肥料、种子，除了给脆李追
施春肥外，还在李树下套种上土豆、豌
豆等蔬菜。“今年是李树第二次结果，只
要管护到位，这4亩地至少能结个万把
斤。”罗良洪对夏季丰产充满了信心。

在金花村，通过电商尝到增收甜头
的农户还有许多，仅三月份，沈启香就
帮村民们代购了近万元的农资物品及
生活日常用品。

代销农产品让村民增收有保障

“除了代购物品，我们还动员村民
们将自家农特产品放在电商服务站寄
卖，让村民在疫情期间能多一笔收入。”
王绪亮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王绪亮入户排查时得知
贫困户罗世凤家中500公斤土豆滞销，

正急得团团转。
金花村地处高山，生长的高山洋芋

个头不大，当地人称其为米大洋芋。“米
大洋芋粉糯爽口，深受城里人喜欢。”王
绪亮和沈启香两人一合计，在电商网站
上发布了米大洋芋的销售信息，还配上
了图文说明，让顾客隔着屏幕也能感受
到金花村天然无污染的自然环境。

短短1个月，罗世凤家滞销的土豆
便被网友抢购一空。

借着这波热度，沈启香又陆续上架
了苕粉、洋芋果果等农特产品。“疫情期
间，人们都宅在家中，反而给电商带来
了商机。”沈启香告诉记者，这两个月，
她网点的销售额就有4000余元。

“云”赏花为乡村旅游铺路

“李花开了，恰似白雪，美不胜收。”
几天前，抗疫服务队的成员在朋友圈里

“晒”出金花村李花盛开的照片后，立刻
引得好友点赞、转发。

“除了发布朋友圈，我们还将拍摄
的照片、视频投递到巫山网、双龙政府
等官方平台，希望多渠道宣传村里的乡
村旅游。”王绪亮说。

许多网友看到金花村李花齐放的
美景后，纷纷点赞，相约疫情过后，一定
要到金花村来赏花。网友的好评让村
民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也日渐高涨。

据了解，在金花村，有意愿开办农
家乐的农户就有20余户。“春赏花、夏
避暑、秋摘果，只要名声打响了，村里就
不愁没客人。”王绪亮告诉记者。

巫山双龙镇金花村组建抗疫服务队

专人代购代销 让村民抗疫增收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 李珩）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同时，重庆健
康扶贫也传来好消息。3月26日，市
卫生健康委通报称，截至2月底，全市
有贫困人口180余万，其中因病致贫

5003 户 15140 人，较 2018 年减少
20512户，减少80.4%；较2014年建档
立卡时减少136270户，减少96.5%。

“我们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健康扶贫也没放松。”市卫生健康委
健康促进处处长袁礼文说，全市贫困
人口住院个人自付比例为10.13%，慢
病 和 重 特 大 疾 病 门 诊 自 付 比 例
12.52%，累计133.99万人次享受报销
优惠政策，初步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
疗有保障目标。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市还为贫困

人口提供新冠肺炎专属保险，为新冠肺
炎贫困患者每人每天落实补助100元。

期间，我市还积极发挥家庭医生的
作用，当好贫困群众的保健师、治疗师、
康复师及引导员，即家庭医生通过电
话、微信、App等方式开展随访，指导
签约贫困群众加强个人防护、家庭消毒
等。对康复出院的新冠肺炎贫困患者，
由定点医院医生组成家庭医生团队，指
导其做好至少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及
记录；对有发热症状的贫困群众首先由
家庭医生进行有效排查，引导其到定点

发热门诊就医，减少患者就医转诊的盲
目性，尽量避免交叉感染。

为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市
卫生健康委还编辑了健康提示短信，每
日发送至全市所有手机用户，累计发送
25亿余条次，全市预警信息发布平台
短信覆盖50余万人次；市卫生健康委
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推送健
康科普信息2000余条，阅读量9000余
万人次，推动防控知识宣传进车站、进
码头、进社区、进小区、进农村，居民健
康防护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

重庆贫困人口初步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
因病致贫户数较2018年减少2万余户

3月25日，黔江区白石镇尝必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扶贫车间，工人在制作渣海
椒。该公司主要生产具有当地土家族特
色的腌制渣海椒，产品销往全国 16 个省
市。去年，公司建立扶贫车间，招收了 39
名当地村民务工，人均年收入3.6万元，帮
助这些村民增收脱贫。

特约摄影 杨敏

扶贫车间
生 产 忙

王绪亮（右）正在指导村民管护
脆李。 （受访者供图）

2 月初，本刊联合重庆市
物业管理协会启动“发现物
业战‘疫’英雄”主题宣传活
动。一个多月以来，全市 43
家物业企业超 100 名物业人
的防疫故事通过重庆日报全
媒体广泛传播，让更多市民

进一步了解到了广大物业企
业和物业人在防控疫情和物
业服务中付出的艰辛和努
力。

经本刊和重庆市物业管理
协会共同遴选，重庆百名物业
战“疫”英雄今日揭晓。

（排名不分先后）

重庆物业百名战“疫”英雄揭晓

龙湖智慧服务
杨高辉 梁本琼 钱忠 王萍
重庆东原物业
林茂森 马海燕 陈腊梅
融创物业
胡蕾 黄雪梅 王茂
金茂物业
任前松 兰浩 李月友
碧桂园物业
林丽琼 邹训江 唐明红
华侨城物业
谢术金 周强强 肖燕
西南旭辉永升物业
赵小玲 何兵
财信智慧服务
陈雪娇 丁朝霞 陈丽
绿城物业
韩雨松 李采霞 王建华
新鸥鹏物业
袁玥 张治祥
新城悦物业
邓桂群 唐仕军 罗杰
招商物业
刘瑶仙 李厚辉 唐利
中海物业
王梅 吴保堂
助友创美物业
陈静 宋国栋 刘俊
丰诚物业
杨梅
华润物业科技
陈志强 周晓丹
锦宏物业
董丽 程志辉
两江新区物业
王波 鞠朝国 陈仁强
康田物业
赵剑行 罗宗颖 闫国飞

金科服务
侯亚荣 封大春 白小红
朱小燕 黄灿林
恒大金碧物业
龚烨 连敏 李井飞
华宇物业
马灼登 罗巧玲 秦寒冰
保利物业
谭常均 伍婷婷 张英
万科物业
余廷国 戴波 邹雪梅
保亿物业
杨万义 王远清 廖眉眉
鲁能物业
魏双双 徐治烈
新隆信物业
林君民 杨永和
重庆富力物业
汪兴海 李启伟 古漫娜
天骄爱生活
陶长海 杨波 张焕庭
联发物业
吴黎燕
世茂服务
石福丽 陶芳玉 邓先忠
蓝光物业
况雪松 孔伟 张远华
新大正物业
陈勇 吴斌 谢晓丽
宏声物业
陈为华
海源物业
郑权 湛杨 杨松
银鑫物业
李赛 杨小红
洪泉物业
张小丽 杜全利
中冶建工物业
张春燕

■链接》》疫情发生以来，全市30余万名物业人与业主共同战疫——

3月24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宣布：除有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人员的物业小区、楼栋外，其余物业小
区、楼栋全面取消封闭式管理。至此，连
续两个月紧绷在全市各小区物业人心里
的疫情防控之弦，终于回到了恢复正常生
活秩序的轨道上来。

据市物业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别是从2月8
日重庆全面启动物业小区封闭式管理以
来，全市共有3190余家物业企业约30余
万名物业人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在全市近
1万个物业小区筑起一道道安全的“防疫
墙”，守护着居民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

党徽闪耀
用行动凝聚人心、服务业主

面对疫情，重庆物业人毅然迈出家
门，笃定坚守小区，日复一日，守护着社
区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在这些物业人
中，一批共产党员义无反顾、冲锋在前，
表现出了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天骄爱生活彩云湖1号项目经理杨
波，是有17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年春
节，杨波主动放弃难得的假期，与项目同
事共同战斗在第一线。他还通过多方联
系，个人出资购买了2500个口罩免费发
放给业主和物业员工。

“关键时刻，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冲在
最前面”，中海物业重庆分公司峰墅项目
经理王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疫
情发生后，她从大年初五开始一直坚守
岗位。期间，即便左脚意外受轻伤，她仍
坚持值守，跟同事“战斗”在一起。

重庆物业人中类似的党员还有很
多，他们用行动凝聚人心、感召同事、服
务业主，一枚枚党徽在社区疫情防控中
正散发出熠熠光芒。

皴裂的双手
见证坚守的责任与担当

在疫情面前，坚守岗位的物业人用

自己的双手筑起一道道安全防线，哪怕
双手皲裂红肿，也绝不言退。他们手握
测温枪，在寒冷的冬天每日重复数百次
测温动作；他们手持喷雾器，严格消杀无
死角，确保将可能存在的病毒一一杀灭；
他们提着装有消毒液的水桶，拿着干净
冰冷的毛巾，将一个个电梯按钮擦了又
擦……

龙湖紫云台小区7组团的保洁员梁
本琼，每天总共要背近150斤的消毒液，
对小区公共区域喷洒消毒，还要拿着酒
精和毛巾擦拭楼道的每一个扶手和电梯
的每一个按钮。由于每天都要接触消毒
液，梁本琼的双手被腐蚀，但她依然坚持
着。

恒大帝景保安员龚烨，是一位“90
后”的年轻妈妈。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她
主动请缨留下，在每日防疫工作中，她拿
着体温枪，不厌其烦地严格排查出入人
员，进行体温测量和详细登记，她的双手
长期暴露在外，已经有些皴裂。

物业人不仅通过他们的双手托起
疫情防控的责任，他们还想方设法创新

防疫措施。保利物业将洒水车改装成
消毒车；重庆华侨城物业采用电梯紫外
线消毒；融创物业等在电梯放置纸巾，
供业主更安全接触按钮；更有搭建消毒
棚“淋浴”消毒、踩红毯鞋底消毒……这
些花式防疫措施不仅体现了物业人的
智慧，更多地反映出他们防控的决心和
责任态度。

温情服务
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危难时刻见真情。疫情期间，物业
人更是将业主当作家人，背着生病的老
人送医，提着业主的快递上门，弓着腰检
修被堵的下水管……一个个让人温暖踏
实的背影，在每一天、每一个小区，都能
见到。

2月4日，金科开州城一位66岁的
业主在家突发疾病。小区管家朱小燕为
了不耽误业主的最佳救治时间，毫不犹
豫背起老人下楼送上救护车。

当居家隔离的业主面临购买生活物
资和日常用品难题时，物业人主动站了
出来。东原世界时管家马海燕主动为

“高风险”业主采买物资，连续坚持14天
不间断，天天送到业主家门口；保亿丽景
紫园管家廖眉眉每天要为30多户业主
送菜……

物业人的坚守和奔跑，业主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有业主送来口罩和消毒
水，有业主送来感谢信，有业主送来水
果。在这个特殊时期，病毒虽然暂时拉
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物业人和业主
的心却贴得更近了。

放下测温枪
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您好，欢迎回家！”昨日上午，在翠
云一小区大门口，保安人员小张向正回
家的业主程女士敬礼问候。

“现在回家不测体温了吗？”没见小
张为她测温，程女士还有点儿不放心。
小张告诉程女士，小区没有居家隔离观
察的住户，按照相关规定现在不需要测
体温了。

同样，在其他很多小区，业主进出大
都不用再测温、登记，基本恢复到疫情前
的管理，很多小区的快递人员进出也基
本恢复正常。

“现在我们一方面有序安排部分长
期坚守社区防控一线的物业人员轮休，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继续强化物业服务，
把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再提升，以便更
好地保障业主的生活需求。”蔡家一物业
企业负责人说。

“全市物业小区居民正常的生活
秩序正在加速恢复。”市物业管理协会
有关负责人介绍，从3月25日开始，重
庆各大物业小区按照规定已陆续取消
了封闭式管理，近两个月的坚守，很多
物业人员都非常辛苦，现在物业企业
终于有条件安排轮休了。

守望相助，共同构筑社区“防疫墙”

骆劲松 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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