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提前到达办公室，开窗、
通风、消毒；到救助区查看卫生状
况， 检查前一日的工作记录是否
完整； 了解新接收的受助人员相
关信息； 对救助人员居室用紫外
线消毒灯消毒， 通风换气……顺
义区救助站工作人员闫鹏的一天
很忙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他已经十多天没有回家了。

救助站的工作面对人群复
杂， 不可控因素多， 疫情防控期
间，工作人员就更忙碌了。 “这时
候，党员要带头上。多大压力也要
顶住，多大困难也要克服。 ”救助

站负责人杨盛夫说。
在战“疫”中，李桥派出所护

送一名87岁的天津籍老人来到救
助站。经了解，老人到顺义访友但
没找到。因无法联系到亲属，又赶
上疫情， 一时无法协调天津救助
机构将老人护送返乡， 老人只能
暂时在救助站居住。 老人年事已
高， 救助站工作人员在生活方面
给予了特殊照顾。 在站居住的第
十天，老人突然剧烈咳嗽。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将老人护送至定点机
构治疗。 经过检查排除了新冠肺
炎、肺结核和其他传染类疾病。鉴

于老人年事已高， 可能患有其他
疾病， 工作人员为老人安排了住
院康复，又派了专人照看。

记者了解到， 每当遇到降雪
降温等极端天气， 救助站的救助
专用车都会出动，协调公安、城管
和属地进行联合巡视， 及时发现
和救助街面的流浪乞讨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顺
义区救助站不断加大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力度。据介绍，1月20日至2
月19日上午， 共救助生活无着人
员28人，累计发放使用棉衣被、食
品80余份，口罩192个。

□本报记者 盛丽

疫情就是命令！当抗“疫”的
冲锋号吹响，“白衣战士” 立即披
上战袍，整装待发。

19日早上6点，在慈铭体检北
京公司， 援鄂抗疫医疗队出征仪
式在这里举行。24名医护人员组
成的慈铭体检北京公司第一批抗
“疫”先锋队集结完毕，他们将带
着责任、带着使命驰援武汉。

2月13日， 慈铭集团紧急发
出动员号令， 召集支援武汉医护
团队， 短短两个小时， 百余人报
名参战。 “当天晚上10点多， 集
团在微信群 里 下 发 了 动 员 号
令 ， 我 马 上 就 报 了名 。” 张翠
翠是慈铭体检亚运村分院护理主
任， 同时， 她担任此次援鄂医疗
队队长。 临危受命， 她既紧张又
激动， “虽然这次时间紧、 任务
重， 但心理上我早就做好了充分
准备， 我一定发挥专业优势， 力
争救治更多的病人。”

“90”后的艾月毕业于中医药
大学，“目前新冠肺炎的治疗中，
中医药参与率很高， 我希望能用
学到的知识救更多的人。”艾月的
孩子才3岁，妈妈做完心脏手术才
半年。“心里有点儿放不下他们，
但疫情就是命令， 全国各地还有
更多医护工作者和我一样， 都集
结在去武汉的路上。 现在必须要
舍小家顾大家。”艾月的爱人一直
在旁边叮嘱：“注意安全，防护好，
你把防护服勒紧点， 我等你平安
归来。”

刘先杰是此次出征队伍中唯
一的男护士。“在高强度的护理工
作中 ， 我的体能比女护士有优
势。” 刘先杰有过三年的参军经
历， 在部队的磨练让他拥有坚毅
的品格和不服输的精神。

此次出征 的 包 括 内 科 医
生 、 放 射 科 医 生 和护理人员 ，
他们将前往武汉的方舱医院参与

救治工作。
慈铭集团联席总裁北京公司

总经理韩圣群宣读出征决议与医
疗队组成名单， 并嘱咐他们首先
要保护好自己。“向你们致敬！一

定要做好自我保护，坚定信心，有
困难及时联系， 医院永远是你们
坚强的后盾！ 期盼我们所有的队
员平安归来！”

抗击疫情，慈铭一直在行动，

先后参与社区防疫，捐款、捐献防
疫物资，启动线上义诊咨询服务，
200多名医生在线守护健康。慈铭
集团表示， 将全力以赴为医护人
员备好行装，提供物资保障。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王丽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
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作为北医
三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
记， 袁晓宁一方面参与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病
区的改造， 带领队员们完善工作
流程， 进行防控培训； 一方面组
织 “卡片递真情， 冬日暖吾心”
活动， 通过集体写贺卡过生日的
方式凝聚支部力量， 成为队员们
信赖的 “袁妈妈”。

按照上级部署， 北医三院于
大年初二紧急组织起由危重医学
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急诊
科20人组成的第一批医疗队， 出
征驰援武汉。 参加过2003年抗击
非典、 玉树地震医疗救援的感染
管理科副主任袁晓宁被任命为医
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承担起把
业务工作开展与党组织管理深度
融合的任务。

接到组建援鄂应急医疗队的
通知， 袁晓宁在科室微信群里发
了三个字 “我去吧”。 此前她跟
家人说过， 以后在自己的最后一
程上不放哀乐 ， 要儿子吹一曲
《回家》 送她， 不过儿子立刻拒
绝了。 看着这时候的家人情绪有
点低落， 她跟念大学三年级的儿
子开玩笑： “有空练练萨克斯，
吹吹 《回家》。” 儿子的眼圈顿时
红了， “妈妈， 保护好自己， 一
定要平安归来。”

大年初九， 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以及来自河南的医护
团队携手接棒， 启用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危重病房新病区。 从
最初管理一个病房， 到接管一个
新病区， 这不仅仅是工作量的变
化， 更是新病区运行管理机制的
更迭。 当晚， 医疗队在北医三院
乔杰院长和沈宁副院长等领导的
带领下部署核心工作。 会议开完
夜深了 ， 袁晓宁依然坐在电脑
前， 逐一完善病区感染管理的细
节、 流程， 一壶水烧开了三回都
顾不上喝一口。

大年初十20点30分， 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危重病房正式启
用， 北医三院、 北大人民医院医

护团队第一批进入隔离病房。 袁
晓宁为队员们穿上层层防护服，
再次交代防护细节。 20点50分左
右， 新病区收治第一位患者， 救
治工作全面展开。 凌晨三点， 队
员们交班， 这个班次在6小时内
完成24位患者的收治， 刷新了医
疗队的诊疗记录。 在回驻地的班
车上， 短短不到十分钟的车程袁
晓宁就睡着了， 她已经30多个小
时没合过眼。

在做好医疗队业务工作的同
时， 袁晓宁为河南省医疗队进行
了培训， 帮助他们较好地掌握了
感染管理 “北大模式”。 为了提
振士气， 她又策划了 “卡片递真
情， 冬日暖吾心” 行动， 组织医
疗队员为2月份过生日的同事亲
手绘制贺卡， 集体过了一个难忘
的生日。 在物资缺乏的此刻， 每
一张贺卡都独一无二， 大家通过
卡片寄语深情， 使所有人的劲往
一处使， 以昂扬斗志更好地投入
工作。

从进入隔离病房工作至今，
袁晓宁每次都坚持亲手为队员穿
层层隔离服， 整理头发， 检查装
备 ， 调整护目镜位置 。 她说 ：
“如果不能看着大家好好进去好
好出来， 就对不住孩子们叫我一
声 ‘袁妈妈’。”

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袁晓宁：

她是援鄂医疗队员信赖的“袁妈妈”
□本报记者 孙艳 通讯员 刘爽

专车点对点接人 严格实行分批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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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2月19日， 记者从朝阳区获
悉，在复工工地防疫工作中，朝阳
区设好14天隔离、 专车点对点接
人、分批就餐等安全关卡，不给病
毒传播可乘之机， 防疫和复工复
产两手抓， 员工安全和生产安全
严防守。

专车点对点接返工人员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是北京市
重点工程，主体工程复工以来，陆
续进场工人达500人，工人主要来
源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2月17日早上7点， 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施工工地门口， 一辆消
过毒的大巴车准时出发去接返岗
复工人员。 “工地已经进行封闭式
管理， 人员只能乘坐统一车辆进
入现场。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地
现场负责人介绍， 为了保证进入
现场的工人安全， 工人在复工前
做好远端筛查， 对准备返场人员
进行体温监测，做到每日报送，同
时联合工人居住地，从出发地、源
头介入监测，完善个人健康信息，
累计14天正常后， 才会点对点安
排专车统一返京， 保证途中不会
与外界接触。

不仅仅是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项目， 朝阳区目前已复工22个项
目， 均采用点对点接回返京员工
的方式， 做到从源头上严控人员
流动，筑牢“防疫网”。

实行分批上岗分批就餐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
严把每个环节， 我们争取把耽误
的时间夺回来。 ”国家会议中心二
期工地现场负责人介绍， 从工人
日常生活， 到入场施工的每一个
环节都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如设
立了隔离观察区， 新来工人需先
隔离14天，制定了错时打饭、定时
消毒、定时测温等管理要求，实现
工人分类别、分批次陆续复工。

为了能让复工工人更快地熟
悉新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遵守每
个环节要求，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管理人员在工地现场每一个进出
口都张贴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施
工方还制定了 《工作场所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措施手册
（第一版）》，分发给每位工人。

“除了生活管理，每日施工管
理也很严格，早晨先领口罩，进工
地先测体温， 出工地还要再测体

温。 ”已经复工的工人说。

日日巡查紧绷安全弦

既要抓疫情防控， 又要抓复
工复产。为此，朝阳区住建委成立
了42个工作组深入全区683个建
设工程项目现场，每日巡查，了解
开发企业、建设企业、总包方落实
疫情防控情况， 同时了解各项目
复工准备情况及目前面临的困
难， 帮助企业在达到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工作标准后尽快复工。

“随着复工工程逐渐增多，
我们也在调整监管方式。” 朝阳
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
前期摸排、 检查、 多次核实后，
为了更及时应对复工工作， 区住
建委确定了以 “点对点坚守复工
项目” 和 “一人盯多个未复工项
目” 两种方式， 开启人力资源的
“节能模式 ”， 确保重点管理部
门、 保障部门等率先运行， 非紧
迫工作岗位机动运行， 保障复工
项目人员安全和项目安全， 及时
帮助未复工企业早日复工。 “我
们要确保防疫措施、 施工安全等
工作在各个现场落实落细。” 这
位负责人说。

慈铭24名“白衣战士”驰援武汉

▲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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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复工建筑工地织牢“防疫网”

顺义救助站:用爱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