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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巧用PS软件设计宣传图册获赞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记北京建工六建集团物资分公司经理助理、 法律合约部部长王昕
□本报记者 李睦 通讯员 姚丛屾 文/摄

有这样一个岗位， 它要天天
和鸡鸭牛羊、 老鼠、 蚊子等动物
打交道， 通过监测、 健康宣教防
止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 一旦
发生传染病疫情， 他们要冲在最
前面 ， 调查取样 ， 遏制疫情发
展。 他们就是参与首都传染病防
控工作的职工， 每天都在与可能
发生的传染病亲密接触。 近日，
记者采访一位坚守这个岗位16年
的张松建。 他是顺义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
长， 并于今年获评 “北京市优秀
工作者”。

防控传染病亲自解
剖老鼠

40多岁的张松建戴一副近视
镜， 看上去有些斯文， 然而他的
工作可一点也不斯文 。 细聊起
来， 他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和
动物打交道。 这些动物都是容易
传染疾病的鸡鸭、 牛羊 、 蚊子、
老鼠等， 传染病防控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就是从这些动物下手，
对他们进行采样检测， 防患于未
然。 区域内一旦发现新发传染病
或者少发传染病以及常见传染病
的多暴发疫情， 他们就要采取严
格的防控措施实现不蔓延。

为了做好禽流感的监测工
作， 每年张松建都要带领科室的
同事对辖区禽类饲养、 屠宰等工
作人员采集血清标本1000余份 ，
每月还要采80份禽类饲养、 屠宰
的环境标本， 每年春秋两季要在
公园和湿地采集鸟粪； 为了做好
登革热、 疟疾防控工作， 每年5
月到10月每旬一次在机场周边采
集蚊子标本， 开展蚊虫密度及登
革热、 疟疾病原携带情况监测；
为了做好鼠疫和出血热防控工
作， 每年8月到10月采集30到40
只老鼠标本……采集只是第一
步， 接下来对动物标本要进行解
剖、 检测、 分析， 评估相关传染
病发生风险， 采取防控措施， 降
低动物传播传染病的发生风险。

采集工作没那么容易。 比如
采鸟粪， 一般要求在公园采集10
个， 湿地采集20个就行， 然而这
还是愁坏了张松建。 每年采鸟粪
的时候， 他带同事都驱车展开大
搜寻， 这鸟粪还真难找， 采集的
标本要求是湿的， 也就是鸟刚拉
不久的， 看见一堆鸟粪大家伙都

乐的不行， 恨不得有鸟把屎拉自
己身上。 更难的还是逮老鼠， 这
也是技术活， 饲料厂老鼠多放个
夹子一个月也就能逮一两只， 最
后张松建想了个办法， 发动人民
群众， 给他们一些奖励， 这样也
能节省成本。

设置诱蚊灯每天忙
到晚10点

老鼠逮来了， 下一步就是解

剖了。 从解剖老鼠这一件事上，
足以让人对传染病防疫这个工作
望而却步。 张松建对这个过程的
形容很生动， 可见他经验丰富，
但听的人头皮会发麻。 “笼子里
是逮来的活的老鼠， 解剖前要先
把笼子盖打开， 开一条小缝不能
让老鼠跑了， 然后用钳子夹住它
的脚、 脖子、 嘴进行固定， 接下
来要扎老鼠心脏 ， 拿注射器取
血， 这个过程要求稳准狠， 因为
老鼠一直在挣扎嘶叫你还要找准

位置。” 张松建叹了一口气， 他
承认， 活体解剖是他和同事们最
不愿意做的工作， “很多时候要
把老鼠的心肺摘下来， 有时打开
肚子里面有一窝小老鼠， 心里真
不是滋味！” 尽管这是工作， 老
鼠也被列为害虫， 然而， 操作者
也还是会有对动物生命的怜惜之
情。

工作还是要做的， “前几天
我们科的两位年轻的女同志解剖
了11只老鼠， 干了一上午。” 张
松建说， 尽管这个活儿尽量避免
女同志做， 但是科里5女2男的人
员设置加上忙不过来的工作， 女
同志便当男同志使了。

最近这段时间， 又到了忙活
蚊子的时候了。 为了防止从国外
坐飞机过来的蚊子传染登革热、
疟疾等疾病， 从2010年开始， 蚊
子成了他们防控对象， 重点进行
首都机场周边蚊虫种属、 密度及
带毒情况检测 。 每天太阳下山
前， 张松建和同事开车到首都
机 场 附 近 ， 开 始 在 周 边 放 诱
蚊灯 ， 两个小时以后再收灯 ，
每 次 回 到 单 位 都 夜 里 10点 多
钟 了 ， 他 们 要 把 待 检 测 的 蚊
子 放 到 冰 箱 “ 安 置 ” 好 后 才
能下班回家。

危难之时仍坚守一
线

当传染病疫情发生的时候 ，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远离传染
源， 而张松建和同事却要走到离
疫情最近的地方， 从传染源身上
调查、 采样， 发现……张松建曾
经参与过2003年非典、 2013年禽
流感等多次重大疫情的处置工
作， 每一次， 他都义无反顾地
冲 在 最 前 面 。 非 典 那 年 ， 张
松 建 和 同 事 忙 着 病 源 调 查 ，
疫 情 防 控 、 宣 传 ， 累 到 了 极
限 ， 现在想起来， 他们还觉得挺
过来不容易。

“做这样的工作， 与传染病
亲密接触， 你害怕过吗， 怕被传

染上吗？” 面对这个被问了无数
遍的问题， 张松建镇定地微微一
笑 ， “不会 ， 没什么可怕的 。”
之所以这么回答， 张松建解释，
不是自己多有勇气， 多厉害， 而
是传染病防疫这个工作没有老百
姓想象的那么可怕， “其实最危
险的是医生， 很多没有确诊的病
人先接触的是医生， 然后才是我
们， 一般报告到我们这至少是疑
似传染病患者了， 我们会采取严
格的防护措施。”

工作不被关注也是
好事

甲流那年， 大概是张松建离
传染病最近的一次。 在首都机场
T3航站楼 ， 一个航空公司工作
人员被确诊为 “甲流”， 因此需
要对T3航站楼采取调查处置措
施， 在确定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工作中， 他们需要掌握确诊病例
所有的出入路线， 以便寻找与其
近距离接触的人。 他和1名同事
走了一遍确诊患者工作出入路线
如安检， 上下电梯， 摆渡车、 餐
厅等。 之后， 张松建和同事陪同
该航空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进行
调查， 在走进监控室时， 见监控
室的工作人员都没戴口罩， 出于
礼貌 ， 张松建和同事也没戴口
罩。 第二天， 这个陪同的工作人
员确诊为 “甲流” 感染。 张松建
和同事马上被隔离观察， 最后所
幸没有被感染。

其实， 很多人对传染病防疫
这个工作有认识误区， 认为 “传
染病很少见， 疾控中心的人岂不
是天天喝茶看报？” 16年投身这
个 岗 位 ， 张 松 建 这 样 总 结 ，
“我们的工作很多都是不为人
知 的 ， 但 却 很 有 意 义 ， 我 们
的工作做的越多 ， 做的越好 ，
疫 情 发 生 就 会 越 少 ， 老 百 姓
就更不容易关注我们 。 所以 ，
只要不发生或少发生传染病， 就
是我们工作做到位了， 没人注意
也是好事。”

敢和传染病“亲密接触”的勇士
———记顺义区疾病预防中心传染病控制科科长、北京市优秀工作者张松建

毕业于天津城建学院的王
昕， 3年前开始担任北京建工六
建集团物资分公司经理助理兼合
约结算部部长一职。 合约结算工
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不但承担
着企业所有供方管理、 物资采购
工作，还要精通合同管理、结算管
理、资金收支、资产管理等业务。
在部门成立之初， 王昕带领部门
人员制定岗位职责， 理顺工作流
程，把不明确的账务梳理清晰，并
建立了规范的三级账及债权债务
账务表，方便审计查阅，增加了账
务的透明度。 为了准确无误的制
作账务信息， 王昕摒弃了传统记
账方式，使用新兴软件记账，简化

了各项工作的进度流程， 规范了
物资分公司签订合同、 收付款的
办事流程，受到了各方好评。

除了日常的合约结算管理工
作， 王昕也积极为物资分公司的
发展出谋划策， 做好经理的助理
及参谋。 2015年， 随着物资分公
司由单纯的租赁公司向专业化的
分包公司转型， 为了推动北京建
工六建集团集约化管理及施工现
场安全防护标准化， 她利用自己
所学的知识， 利用PS等绘图软件
牵头设计、 印制了企业新的宣传
图册， 让客户对物资分公司的业
务一目了然， 便于沟通理解。 由
王昕设计的标准化新产品， 还陆

续运用到了企业新的在施工地
上， 既展示了企业的统一标准化
形象， 又为企业避免了不必要的
成本浪费， 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
事们的广泛好评。

今年年初， 物资分公司与房
山高教园工程签订材料合同， 承
揽了该工程的全部标准产品化及
周转材料， 并准备把该工程打造
为企业标准化产品示范工程。 自
工程签约开始， 各类加工棚、 防
护门、 防护栏、 预制路面、 三辊
闸出入口、 电子显示屏、 办公室
门牌LOGO等必要设施均由物资
分公司制作，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
知。 好在， 细心的王昕在极短的

时间内就与工地沟通好具体制作
要求， 再按照企业视觉VI要求设
计出最佳尺寸及制作方案， 过程
中她加班加点、 反复修改， 得到
了客户的高度评价。

当传染病来袭的时候， 别人都千方百计远离各种可能的传染源， 如家禽、 老鼠、 蚊虫等， 可
他们不但要近距离接触这些生物， 甚至还要主动寻找， 乃至解剖、 化验这些生物活体。 而且传染
病肆虐越是严重、 越是厉害的时候， 他们越是要冲在最前线。 由此， 不少市民和网友称他们是
“最勇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