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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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孙艳

目前， 疫情攻坚战已经到了
关键时期， 随着首都各行各业复
工节奏的加快， 不少企业和职工
在复工的同时，心中也难免忐忑。
近日， 记者探访了位于西城区白
纸坊东街2号院的北京文化创新
工场经济日报社园区。 了解该园
区在如何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协助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45家入驻企业100%复工
据悉， 北京文化创新工场经

济日报社园区目前入驻企业45
家，员工2000多人。北京市复工复
产的“号角”吹响以来，园区内复
工企业逐步增加。目前，入驻企业
已经100%复工。

进入园区的写字楼大堂，园
区管理人员已经严阵以待， 除了
常规的消毒、测量体温，还要出示
身份证以及园区发放的出入证。
首次进楼的办公人员还要签署个
人承诺书。虽然是上班时间，但是
出入大楼的人员并不多。

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
强烈建议各企业尽量安排人员错
峰出行，避开上班高峰期，以免造
成大楼进门处聚集及排队拥堵现
象。另外，因为测量体温、查看证
件需要时间，上班高峰期，我们建
议每次15人一组进入一层大堂排
队测温， 其余人员在大楼门外排
队等候， 并且人与人之间尽量保
持一米以上距离。”

在一楼电梯旁边， 记者看到
了一个提示牌：“疫情期间电梯轿
厢内同时乘坐限定4人。所有电梯
轿厢内部均已使用75%酒精擦拭
消毒，请放心使用。”

园区提前防控自制出入证
“我们在节前就捕捉到疫情

相关信息，1月27日发布了1号通
知。”园区管理人员介绍说，那个
时候， 他们就要求入驻企业和企
业员工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从疫情发生地回京的人员， 要主
动电话联系一层前台进行登记报
备，并在住所自行隔离2周以上。

记者了解到，最初，为了预防
复工人流量突增， 同时避免未隔
离合格人员入楼。 园区制作了两
种颜色的出入证，蓝色与红色。蓝
色代表的是截止到出入证发放
日， 企业未出京人员及返京时间
已满14天人员。 红色代表的是截
止到出入证发放日，返京时间7天
至14天人员。

相关负责人说：“开始， 我们
建议持有红色出入证人员居家观
察14天期满后再上班。之后，根据
《北京市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期
间返京人员有关要求》 的通告，2
月14日， 楼内就取消了红色出入
证的使用。”

“预约到岗”控制人员密度
在园区的 《复工企业人员情

况汇总表》上，企业复工时间、预
测复工人数、复工人员分类、日实
际人流量等数据一应俱全。 记者
发现， 园区入驻的45家企业虽然
已经全部复工， 但是在楼内办公
的人员却并不多。 以2月17日为
例，仅有326人到现场办公，与整
个楼内2000多人的规模相比，楼
内人员比例不超14%。

“我们的运营人员每天会与

企业一对一沟通， 时刻了解与更
新园区内离京返京及外地返京人
员的行动日期节点， 能够做到自
初七至今提前测算每日进入楼内
的人流量。”员工说。

此外， 园区还开启了预约到
岗模式。“如确需到办公室， 要在
前一天通知预约并核验该员工是
否符合政策规定， 再发放出入证
进楼，通过预约的方式，我们可以
调节企业在楼内的密度。”

据了解， 园区不少企业都采
用线上开工、 远程会议等办公新
模式，由此实现了复工率高、到岗
率低。走访中，也可以看到，多家
企业内，员工确实不多，人员间距
离较远，所有人员均佩戴了口罩。

引进配餐公司保就餐安全
如何用餐是很多企业员工关

心的话题。为此，园区为企业推荐
了北京市指定配餐公司， 引导楼
内企业错峰就餐、分餐，并协助大
型餐饮企业提供送餐服务和订餐
自提服务， 尽力保障复工人员就
餐问题。

为增加楼内办公人员预防意
识，目前，园区每日早、中、晚三个
时段播报防疫广播。 此外， 经济
日报社安保及物业每日定时定点
对园区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工作，
并提前采购了充足防疫物资供园
区企业使用。

“特殊时期， 我们的管理措
施确实比较严格， 有些时候还比
较繁琐，也感谢企业的配合。我们
希望尽可能地保障大家的健康安
全，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员工可
以放心上班。 ”负责人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水质监
测用上了无人“黑科技”，它就是
被称之为“水环境侦察兵”的光谱
传感器。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
以往环境监测行业需要人工定期
进行采样监测， 而在这种特殊时
期， 水务系统采用微型光谱传感
技术， 在全市36条大小河流、100
个监测点快速部署了无人化、自
动化、 快速高效的水质监测微型
终端，对入河排水口、闸口、考核

断面等多种典型位置开展24小时
不间断、自动化的实时动态监控。

据介绍， 在无法进行现场勘
查与人工采样情况下，“水环境侦
察兵” 系统依然可通过河上的微
型自动监测终端， 让管理单位实
时掌握、 查看北京市各水域的水
环境状况， 疫情期间更是实现了
“零接触式”监测。同时，微型监测
终端还自带自清洁系统， 极大降
低了人工维护的频次。

□本报记者 陈曦

疫情发生后， 东城区交道口
街道福祥社区织密无缝隙、 无漏
洞社区防控立体网络。 第一时间
制定 《福祥社区防控新冠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方案》，建立由社
区党委书记、 社区专员任组长的
社区防控领导小组， 以网格为单
元建立由社区班子成员、 党员社
干组成的4支入户排查队伍。

干部群众一起上
福祥社区团支部与街道团委

组成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针对辖
区内重点院落、 人员密集场所进
行全方位摸排登记。 社区充分发
动楼门院长参与自家楼门院看
护， 实现全天候守护，103名楼门
院长协助社区一起做好楼门院落
值守，“织”好社区排查的“内网”；
在社区外围卡口设置5个登记点
位， 由街道党群办党员干部和区
文旅局抽调党员干部组成防控力
量，开展返京人员登记工作，切实
织好社区排查的“外网”。

线上线下一起干
福祥社区为缓解疫情给居民

带来的情绪困扰， 与北京睦友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合作， 建立社区
心理支持微信群， 提供全方位心
理咨询服务。 居民可以通过线上
打卡报平安或者提供疫情线索，
以便于社区及时准确掌握各楼门
院落的防控情况。

“线上”向前进，“线下”不掉
队。 社区党委书记和班子成员组
成排查小组和重点单位小组，点
面并行， 既做好全面入户排查登
记和管控， 巡楼巡户张贴告知书
确保居民知晓率；又突出楼房区、
地下空间、出租房、工地、小门脸
小业态等重点部位， 逐一排查来
京人员，建立日跟踪巡查机制。

大账小账一起点
掌握数据信息是做好防控工

作的关键。福祥社区建立“三表两
图一诺一责任书”7本详实账。基
础台账表、排查汇总表、人员登记
表，底数明确、数据清晰。

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福
祥社区楼房战“疫”图，是社区网
格化防疫工作的辅助工具， 运用

起来就是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
户、电话联系，与物业沟通，与楼
内积极分子、邻居问询，将了解到
的信息进行日常记录， 回到社区
后在图中根据单元门住址房号寻
找相对应的住户进行标注。

标注设置了绿色、桔色、红色
及卡通小人四种标记： 绿色是没
有人员出京，桔色是返京户，红色
为发热人员， 卡通小人是标注该
单元室内有特殊群体。 当出现返
京人员后，社区首先进行登记，并
在登记之日起开始计算14天隔离
期，在隔离期间，社区每日会来电
询问体温、身体等情况，并记录在
册， 如有特殊情况会在图中进行
标记备注。目前，福祥社区楼房战
“疫”图运转良好，实现家家有小
账，网格有大账，社区有总账。

“预约到岗”模式协助企业100%复工

交道口街道自制楼房战“疫”图

北京文化创新工场多举措做好园区疫情防控工作

家家有小账 网格有大账 社区有总账

助力防疫 京城水质监测用上“黑科技”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您好，我是曾大夫，孩子体
重怎么样了？”“宝妈，您照一下孩
子的脐带，我看一眼。”……近日，
记者走进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科， 发现楼道
里没有了孩子的哭闹声， 取而代
之的是视频聊天声。走进诊室，每
名保健医面前都摆着一台手机，
手机屏幕里保健医俨然成为了一
个“网红主播”，方方面面地指导
着每一个产妇和孩子们的健康。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 许多家
长对上门访视工作都表现出了担

忧。为此，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妇幼保健科通过电话或视频与
家长进行面对面随访， 此举不仅
有效避免了交叉感染的风险，也
按时为产妇和孩子进行了访视。

据介绍，接到任务后，科长杨
荣珍第一时间通知科里人员全体
停休进行排查。“好的科长， 我没
问题！”“没问题，疫情当前，咱们
也要做点什么！”“科长， 您放心，
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完成任务！”

除访视外， 保健医也不忘给
准妈妈和新手妈妈一对一宣教。

昌平妇幼保健医变身“网红主播”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玉峥 钟雨辛
“本人承诺，自觉进行居家健

康监测， 每日早晚主动接受体温
监测或自行进行体温监测……”
怀柔区庙城镇在严格落实居住小
区（村）封闭式管理的同时，还与
该镇房屋承租户签订了一份 “居
家健康监测承诺书”，要求返京人
员配合做好防控工作。

在入村防控检查点， 拎着大
包小包的返京人员都在有序登
记，消毒、测体温等防疫措施一项
不少。不同的是，工作人员还要出
示责任书，承租户当场签订。这一

套流程下来不算完， 还需要出租
户到防控点来接人， 同时也要在
相关责任书上签字。

庙城镇要求房屋出租户每天
上下午各向村里报告一次出租户
和承租户的体温， 镇里安排专人
每天监测数据， 掌握返京人员和
出租户的身体情况。而且，各村在
承租户返京前就已经和其电话联
系，掌握返京时间、交通信息、有
无特殊生活需要等。 居家观察期
间， 由村委会负责提供出租户和
承租户的生活用品代买等服务。

庙城镇返京租户“回家”先签承诺书

□本报记者 任洁
“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

两臂徐徐分别自左右身侧向上高
举过头，十指交叉……”上周，朝
阳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开始跟着
学校录制的微课程视频 《传统中
医———运动养生八段锦》 在家打
起八段锦。 该校利用视频形式开
展中医养生文化进校园活动，让
学生居家学习中医养生文化。

在停课不停学期间， 该校组

织教师录制了 《传统中医———防
疫知识通识篇》《传统中医———防
疫知识技能篇》《传统中医———防
疫药方解读》《传统中医———中医
名家故事》等系列微课程，引导学
生居家学习中医知识和技能。学
生不仅自己学习八段锦， 带着家
人一起强身健体， 还绘制疫情防
控小报、制作中草药香囊、烹制养
生食物、制作养生药方等。

朝阳学生微课堂学中医养生文化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 北京华天饮食集团旗下200多家餐厅、 聚德
华天旗下30多家直营老字号推出送餐服务， 为企业排忧解难。 据介
绍， 这些菜品是华天旗下老字号企业联合营养专家推出的健康菜品，
已被多个疫情防控医学观察点选定为一线医护人员日常餐品。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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