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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火源处居然不能存放
面粉袋 ， 我还是头一回知道 。”
昌平区回龙观镇天龙苑社区12号
楼的地下空间摇身一变， 成了一
座消防安全科普基地。 在这里，
居民可以近距离了解、 学习消防
安全知识。

推开大门， 记者顺着楼梯向
下走， 一张张回龙观地区消防安
全剪影资料照片映入眼帘。 步入
引导厅后， 十余位居民在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学习了解消防知识。
整个科普基地内，由火灾认知区、
消防认知区、防火教育区、灭火教
育区、逃生教育区、综合体验区及
培训教育区共七个区域构成。 不
同于以往消防安全知识图文介绍
的模式，每个区域以在小区、在楼
道、在电梯、在客厅、在厨房和在
卧室的隐患情景模拟形式， 增强
现场感、参与感。

同时 ， 现场的火情案例点
播、 消防知识问答挑战游戏、 大
家来找茬、 消防设备使用体验、

模拟逃生屋、 VR综合体验等身
临其境的体验模式， 让不少居民
在寓教于乐中习得知识。 在灭火
教育区域的 “卧室” 内， 居民韩
秀峰正在进行初期灭火体验， 一
张单人床的中间处， 模拟火苗正
噌噌地向上蹿， 只见韩秀峰左手
拔掉保险销， 右手提起灭火器，
按下压把， 在距离2米远的位置，
她对准火焰根部进行喷射， 直至
火焰熄灭……随后， 伴随着电子
声控 “火已扑灭”， 韩秀峰顺利
将 “火势” 扑灭。

防火教育区的厨房隐患排查
也是一项供居民体验参与的趣味
项目。 点击开始按钮后， 通过观
察灶台上的家用电器与厨具， 在
倒计时结束前， 寻找出存在安全
隐患的物品， 选项对错也将在墙
上的电子屏中同步播送； 逃生体
验区内， 居民必须从烟热模拟逃
生屋经过 ， 悬挂在外墙的监控
器， 也运用实时监控， 帮助参与
者了解正确的逃生知识。

“这里曾经是地下群租房 ，
一个个小屋不仅拥挤还十分潮湿
阴暗， 还有的人甚至租下来囤积
货品。” 社区居民回忆说， 除了
担心里面的环境脏乱差外， 他们
最担心的是， 一旦发生火灾或爆
炸， 后果不堪设想。

去年以来 ， 回龙观镇通过
“疏解整治促提升 ” 专项行动 ，
腾退了辖区14处地下空间， 并将
腾退的空间升级改造， 打造成一
批符合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

“现在地下空间变成了消防
安全科普基地， 不仅让回龙观地
区的居民近距离了解消防知识，
中小学生也可以在这里开展消防
安全教育课程， 丰富课堂知识。”
消防安全科普讲师张瑞说。

目前， 消防安全科普基地正
在试运营阶段， 后期将会不定期
安排辖区居民、 学校、 社会团体
进入基地参观体验， 切实提高全
民消防素质， 最大限度减少火灾
事故的发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轩辕伊子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柯玉乾 李连伟

3月23日 ， 正值学雷锋月 ，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掀起了2018年
“六比一创” 劳动竞赛、 青年突
击队竞赛暨雷锋精神进工地的热
潮， 将雷锋精神融入到施工生产
当中。

活动现场成立了5个 “工地
雷锋班” 和45支青年突击队， 将
雷锋精神融入到 “比学赶帮超”
的劳动竞赛中去， 通过弘扬雷锋
精神， 促进施工生产履约。

雷锋班和突击队班组成员全
部由青年职工和农民工担任， 作
为施工生产的生力军 ， 除了在
“急、 难、 险、 重、 新” 任务中
冲上去 ， 他们还将致力于推行
“五大青年行动”， 从清洁空气、
节水护水 、 垃圾分类 、 文明出
行、 背街小巷整治着手， 丰富雷
锋精神的内涵 。 同时 ， 这 5个
“工地雷锋班” 也是志愿服务点，
他们将随时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
服务。

“雷锋精神是品牌， 将雷锋
精神引入劳动竞赛， 我们北京公
司也致力于打造建筑行业的标

杆， 筑造精品工程。 雷锋精神永
不过时， 公司每年通过一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来弘扬雷锋精神， 打
造了 ‘我要去北京’ ‘同心义卖
会 ’ ‘温暖回乡路 ’ 等公益品
牌， 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
雷锋精神具体化， 推行到实处，
把这个品牌推广到更多工地， 让
更多的人参与， 从而带动和影响
更多的行业和企业。” 中建三局
北京公司党委书记许涛介绍。

“近些年我们成立了中建系
统首个工地雷锋班， 目前来看，
效果很不错。” 北京公司纪委书
记、 工会主席王健说。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自2012年
以来已经连续六年开展 “雷锋精
神进工地” 活动， 每年2至3场不
同形式的 “雷锋精神进工地 ”，
把 “传承雷锋精神， 参与志愿服
务” 这一口号烙印在建筑工人心
中。 近年来， 该公司通过把劳动
竞赛与雷锋精神相结合， 在建筑
工地掀起 “六比一创 ” 劳动竞
赛， 不仅承担了央企责任， 也助
推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天呐， 是面锦旗！” 近日，
当西城社保中心基金科朱科长打
开某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邮寄
来的包裹时惊叫了起来。 “为民
排忧情深似海 为民办事关怀备
至”， 围过来的同事们兴奋地念
叨着锦旗上的字。

今年1月31日那天 ， 基金科
财务窗口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咨询
服务和基金收缴工作后， 正在后
台核算当天的收缴情况， 当月业
务报表数据的生成， 也进入到下
班前倒计时一键提交的时候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能
不能麻烦帮我刷卡结算一下我们
单位1月的社会保险欠费呀？” 某
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办人郑
勋急匆匆赶到了财务窗口。

“可是我们都下班了， 数据
都结算好了， 要是再为你一个人
添加数据， 我们前台后台所有的
工作都得重做一遍。” 窗口工作
人员解释说。

“我知道给你们添麻烦了 ，
可如果今天不交上， 又会影响到

下个月我们公司的缴费了。” 小
伙子脸上写满了焦急。

这让基金科的工作人员陷入
两难：如果该单位无法缴费的话，
下月不仅会形成欠费， 而且会影
响该单位参保人员的社保连续缴
费记录， 给参保人日后的生活带
来不便。如果收缴该笔基金，就要
取消130多家单位已经核准完成
了的当月银行缴费不成功的POS
机结账数据，再重新进行核算。

“别急， 我们跟领导汇报，再
想办法解决。 ”基金科的窗口工作
人员史磊一边安抚神情焦虑的郑
勋， 一边紧急将相关情况汇报给
朱科长。 朱科长和大家进行简单
会商后，果断决定暂停结算，先给
人家补缴。 内勤人员张燕将本来
都已经回收登记了的电脑密钥，
又送回史磊手上。 史磊取消了当
天的POS机结账， 又重新登录社
会保险信息系统， 为该公司查询
了欠费情况，并收取了相关费用。

“我知道社保连续缴费对职
工的重要性， 你们可不仅仅是帮

了个大忙 ， 而是真正的雪中送
炭。 在来的路上， 我就知道赶不
上你们的工作时间了， 但因为之
前跟基金科工作人员接触过， 相
信你们是一群热心人， 所以才敢
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真帮我办好
了。” 当听到社保费用收缴成功
后郑勋感动地说。

窗口人员对当天的收费情况
又重新进行了统计结账， 并把出
具的收款票据送交出纳， 等待的
出纳人员又重新对当天的收费情
况进行了核算制证。

由于社保基金科工作的特殊
性， 经常会在固定的时间节点，
加班才能完成结账。 碰上着急缴
费的， 也在收缴后重新结算。 因
为每一笔下班后再进来的基金，
除了窗口人员要重新收费统计，
后台还关联着出纳、 会计等多个
岗位的多重核算。 一次看似简单
的窗口加班收费， 往往给一系列
人员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 但大
家每次都毫无怨言， 尽所能帮助
参保单位和群众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陈绿 张艳

地下空间变身消防科普基地

西城社保员工加班服务获赞誉
为一迟到公司补缴社保 重新核算百家单位数据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将雷锋精神融入劳动竞赛

如今， 家住海淀区蓟门里社
区附近的居民不仅享受到全科、
中医、 妇科、 外科、 口腔科等社
区基础科目的诊疗， 还能享受到
眼科 、 骨科 、 皮肤科 、 内分泌
科、 心内科、 儿科、 记忆门诊等
在二三级医院才开设的诊疗服
务。 来自北京三甲医院或专科医
院的专家在蓟门里社区常年定期
出诊， 为患者提供系统的持续性

诊疗服务。
这些 “特色科室” 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 排队时间短， 专家
有更多耐心和时间跟患者交代病
情， 患者也能多咨询一些关切的
问题； 对一些社区目前不能提供
的检查和治疗， 居民当时就可通
过医联体平台预约转诊到三甲或
专科医院， 最快次日就能挂到三
甲医院的专家号。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孙妍/摄

蓟门里社区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

昨天， 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在东环广场举行， 来自东城区东
直门街道和支持单位的180多名社工朋友共同参与。 健康体检、 低碳
绿色骑行、 节能好点子分享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号召社工和居民携手
共创环保美丽社区， 共享和谐生活。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社工倡导低碳绿色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