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庄镇封控区
东林村疫情检查点

封控区防疫措施能否得到不
折不扣的落实，考验的是防疫人
员工作的细致度，可个别人员仍
存在麻痹思想，行为举止只图个
人便利。

5月6日14点23分，督查组
在周庄镇封控区东林村疫情检查
点发现，有两名工作人员虽然穿
了防护服，但却在防护服外面直
接套上了红马甲，另外还有工作
人员戴了鸭舌帽。很明显，二级
防护并未做到位。督查组对此提
出严肃批评，要求工作人员规范
做好每一个防护细节。

云亭街道封控区

“让封控区‘绝对静’是事关
防控全局的核心关键！”按照规
定，封控区内人员应服从社区统
一安排，严格执行封控要求，否则
封控效果会大打折扣。

5月7日14点23分，督查组
在云亭街道封控区看到，多名村
民在路上闲逛，现场还有两名行
人在云亭街道太平路、环镇北路
遛狗。另外，督查人员还在北街
36号、中街187号门前发现，多名
居民未戴口罩在房前屋后闲逛、
聊天、抽烟。

江阴高新区
（城东街道）全季酒店
长江路隔离点

隔离酒店的入住和工作人员
进出通道要有规范醒目的标识，
但有的隔离点对此却掉以轻心。

5月8日上午9点10分，督查
人员在江阴高新区（城东街道）全
季酒店长江路隔离点检查时发
现，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进出通
道没有明显标识，围挡也没有全
封闭。对此，督查人员当场指出
酒店的错误做法，要求其及时整
改到位。

澄江街道
江阴市客运汽车站

客运汽车站人员密集，旅客
流动非常频繁，是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存
在松懈心理。

然而，在5月7日上午9点32
分，当督查组来到位于澄江街道
的江阴市客运汽车站时，却发现
了令人不安的一幕，这里的防护
服等医废垃圾转运不及时，同时
存在医废箱不够的问题，还有部
分医废垃圾未经收集包装，就散
放在地面，存在一定风险隐患。
另外，在出口处还发现有值班保
安未戴口罩。

华士镇
华士国际酒店西侧

疫情复杂严峻，村庄卡口作
为村庄防护的第一道关口，工作
人员如果不能把好关，风险可能
就会悄然而至。

5月8日14点54分，督查组
在华士镇华士国际酒店西侧的村
庄卡口看到，有一些人未戴口罩
聚集在门口，另外，人员进出要扫
码等管控措施也没有得到落实。
对此，督查人员要求尽快填补这
个卡口的防疫漏洞。

新桥镇西工业园区

事实证明，疫情防控坚持人
物环境同防至关重要，否则可能
功亏一篑。

5月8日下午2点10分，督查
人员来到新桥镇西工业园区发
现，封控点工厂已经封闭，厂门口
有人值守，整个园区外围正在进

行封闭施工。虽然在园区道路入
口处设有人员值守，但检查车辆
往返时却无人过问，明显管控不
到位。督查人员指出，工作人员
要切实守土有责，紧绷防控安全
弦，确保每一个过往车辆都要得
到核验。

月城镇双泾村月双路
卡口和张公桥卡点

确保医废垃圾得到安全收运
处置，是切断疫情传播途径的一
项重要保障。

5月9日上午10点05分，督
查组在月城镇检查时发现了两
处医废垃圾处置不当。在双泾
村月双路卡口看到，医疗废物桶
里没有装医废垃圾袋，医废垃圾
如何运输成了问题。无独有偶，
在张公桥卡点发现，这里的医废
袋未按照要求装入医废桶里
面。对于医废垃圾没有规范处
置的问题，督查人员要求迅速做
好整改工作。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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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出漏洞，让防疫措施落到“最后一厘米”
目前，江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广大医

务人员、机关干部、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奔赴一

线，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态度抓紧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为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连日来，市疫情

防控督查组持续开展指导和督查。督查中发现，

尽管疫情仍处

于关键、吃劲的

阶段，但有些单

位 和 工 作

人 员 还 是

没 能 真 正

把 疫 情 防

控 各 项 措

施落实到“最后一厘米”。对此，督查组根据每天

在检查中形成的问题清单，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

补好防疫漏洞，真正织密扎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

3

4

5

6

7

“沉睡”多年的国债
找到主人

在近期开展的“国债服务满意工程”
中，多笔被“遗忘”多年的国债在我市银行
机构的提醒下找到了主人。记者昨从人
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获悉，2022年一
季度，我市共办理储蓄国债（凭证式）到期
提醒兑付 3731 笔，金额 3.8 亿元，尚有
900笔左右未兑付。被“遗忘”时间最长
的国债为1994年售出，至今已有28年。
据悉，1994年未兑付国债尚有100多笔。

人民银行无锡中支相关负责人提醒，
如投资者发现自己购买的债券长期未兑
付，可持到期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
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购买的银行咨
询办理。若发现收款凭证丢失，也可以到
原购买银行办理挂失后，进行兑付。

银警联动，帮“沉睡”国债找主人

3月8日，国债投资人华女士前往中
国工商银行江阴城西支行和中国建设银
行江阴支行，兑付两笔“沉睡”18年之久
的储蓄国债，金额高达28万元。面对“失
而复得”的资产，华女士表示，“多亏了银
行工作人员的提醒，才找回了这两笔被遗
忘许久的钱。”

2022年初，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
行按照全省到期未兑付储蓄国债提醒兑
付工作要求，在摸排相关数据时，发现华
女士名下有两笔未兑付储蓄国债，分别为
2004年在工商银行江阴城西支行购买的
储蓄国债（凭证式）三年期18万元，在建
设银行江阴支行购买的储蓄国债（凭证
式）三年期10万元。

由于年数久远，银行系统仅留存了投
资者姓名与身份证号码，没有电话等联络
方式。针对无法联系债权人的情况，人民
银行无锡中支根据《无锡市储蓄国债（凭
证式）到期提醒兑付长效机制实施方案》，
积极协调当地警方，发起《关于商请提供
储蓄国债债权人相关信息的函》，并达成
合作意向。最终，通过信息核查，成功找
到华女士的联系方式，由江阴人行沟通联
络，终于在两家银行成功兑付。

寻觅十年，3笔国债找到继承人

近日，市民檀女士特地致电江苏银行
河惠支行，感谢江苏银行帮助兑付了其母
亲20多年前认购的国债。

据了解，檀女士母亲石阿婆的凭证式
国债共有 3 笔，分别购买于 2001 年和
2002 年，在 2005 年和 2006 年陆续到
期。由于石阿婆在国债到期前就已去世，
因此这几笔国债到期后一直未兑付。长
达十年的寻觅之路，银行工作人员通过一
次次致电、登门拜访邻居后，最终找到了
檀女士。檀女士表示，之前不知道母亲有
国债尚未兑付，目前所有的凭证已经遗
失，也不知道密码，另外家中兄弟姐妹较
多，大部分已在外地定居，疫情期间召集
全部继承人前来办理也不是件易事。

江苏银行河惠支行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第一时间与总行沟通协商，确定该笔
继承手续需要到场的继承人，由网点运营
主任与服务经理提前至公证处核实情况，
再保持与客户的沟通，确认到场人员及所
需材料，充分做好了兑付前期的准备工
作。兑付当天，客户檀女士与其他继承人
携办理材料如约而至，网点审核相关材料
后随即为客户办理了国债挂失及兑付业
务，3笔认购超过20年的国债终于完成了
兑付。 （吴梦佳、刘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