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工防控措施落实得怎么
样？”“现在有多少员工可以复工
啊？”……这些天，怀柔区桥梓镇
50余名“复工管家”每天都在通过
电话、 微信、 上门等方式询问企
业、商户复产复工存在问题，有针
对性的解决问题， 加快推进企业
复产复工。

据桥梓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镇专门成立了复工复产领导小
组， 担当起复工复产的专职 “管
家”角色。“复工管家”成员不仅包
括经济发展办、安全科、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职能科室， 还将各村党
支部书记、 村主任纳入工作组。
“企业负责人和村干部直接对接，
村干部向企业介绍各村的防控要
求， 企业也可以将返工人员信息

与各村共享，实现联防联控。”
在接到企业复工申请后，复

工复产领导小组会专门指派一名
“复工管家”对企业复产复工工作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从指导企业
制定防控方案、签订承诺书、责任
书到确定复工职工名单， 每一个
环节“复工管家”都会亲自参与并
认真把关， 提高复工申报材料审
批的效率。“复工管家”安春如说：
“当前企业反映的共性困难是防
控物资储备不足和住宿条件难以
达到隔离观察的防控标准等问
题。我们积极与镇域内企业联系，
帮助解决消毒物资等防控消耗
品。同时，企业所在地村委会积极
为企业提供隔离观察点， 为企业
返京人员隔离观察提供便利。”

这几天， 来自清华大学生命
学院二年级的赵天昊每天最重要
的事就是通过网络为石景山区一
线医务人员的子女进行课业辅
导。近日，记者从石景山区获悉，
石景山团区委启动“同心战疫 静
候春回”活动，招募高校志愿者组
建服务团队为战斗在抗疫一线的
医护工作者子女提供线上 “一对
一”课业辅导服务。

石景山团区委工作人员介
绍， 解决好医务人员子女在疫情
期间的教育问题， 成为团区委最
关注的问题。 通过与区卫健委合

作， 对子女教育需求的抗疫一线
医护人员的情况进行摸排， 同时
联络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
高校志愿服务团队， 根据年级及
科目分类按需配对， 为医务人员
子女提供“一对一”线上课业辅导
服务。志愿者可以通过微信聊天、
语音、视频等方式开展辅导，具体
辅导时间和内容可商议决定。

目前， 来自首都高校的27名
志愿者已与石景山区一线医务人
员子女结成学习伙伴，同时，积极
对医务人员子女进行心理引导，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乐观向上。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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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梁连春：

“我要让患者健健康康回家”

高校志愿者为医务人员子女网上辅导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
任梁连春医生已经在传染病救治
领域深耕了30多年。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 他义无反顾， 身先士
卒，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他
有一个心愿， 就是让这些患者健
健康康回家。

战“疫”打响后，梁连春在一
线战场上，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疫”初期，他根据疫情发展情
况， 凭借自身对重大传染病防治
经验，判断该病不是一般传染病，
传染性很强，必须坚持科学防控、
精准治疗。 他制定出规范的诊疗
措施———三级诊疗体系、 疑难病
例讨论、多学科会诊、个体化治疗
方案和最严格的防护措施。

他身先士卒， 带领佑安团队
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 他说，
“作为医务人员，就要义无反顾地
冲在前线”。最忙的时候，他一个
人要负责发热门诊筛查与收治、
确诊病例病区、 重症监护（ICU）
病房的工作 。 基本上每天工作
15-18个小时，工作时争分夺秒，
奔走于医院不同区域。 同事开玩
笑地说，“梁主任， 您每天就像脚
踩风火轮”。 病人逐渐增多后，梁
主任每次进入隔离病房查看一遍
病人就需要两个多小时。 他一天
要多次进入病房， 在厚重防护服
下，查完房下来衣服都会湿透了。

虽然压力大、责任重，但梁连
春工作起来总是有条不紊。 因为
经历过SARS、甲型H1N1流感、人
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炭疽、鼠
疫等传染病的救治与防控， 经验
丰富。“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我能

坦然面对每一次疫情， 这一份坦
然是团队成员的定心丸。”梁连春
说：“年轻的医护人员一开始对这
个病比较担心，害怕被感染。老同
志经验丰富， 就要起到带头模范
作用。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协作，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医乃仁术， 作为医者除了要
解决患者身体上的痛苦， 还要给
予患者精神上的抚慰。 梁主任在
尽可能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最佳
治疗的同时， 也看到患者内心的
脆弱和恐惧， 对病人总是耐心细
致，尽最大可能抚慰病人的内心。
有的患者对这一新发的传染病极
度恐惧、精神紧张、烦躁不安。梁
主任看到后，耐心地安抚患者，告
诉他们“不用担心，目前很多病人
都是轻症，只要配合医生治疗，坚
定信心， 可以很快痊愈出院”。这
些安抚的话语， 如一只温暖的大
手抚平了患者内心的不安， 帮助
他们放下恐惧和担忧， 更好地面
对病情。

曾经有一名女患者， 情绪很
激动， 给医务人员治疗护理带来
很大困难。 梁主任多次与患者面
对面沟通， 耐心讲解此病的转归
和临床特点， 后来患者的病情演
变与他说的一模一样， 患者这才
心服口服，积极配合治疗。经过全
体医务人员的努力， 患者于12天
后痊愈出院。 她非常感谢医务人
员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不但与
梁主任成了朋友， 还愿意捐献恢
复期血浆去救治危重症患者。

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的救治是北京佑安医院医疗工作

的重中之重。 梁连春带领团队夜
以继日奋战 。 他每天两次进入
ICU病房， 逐一了解每一位重症
病人的第一手资料。 在市医管中
心的统筹协调下， 成立了重症患
者救治专家组， 梁主任每日与专
家组成员一起会商， 为每一位重
症、 危重症患者制定个体化诊疗
方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很多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终于转危为
安，康复出院。

在“抗疫”一线的战场上，他
内心的定力来自一位优秀医务人
员的素养，更来自于对“抗疫”之
战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心。 在 “抗
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梁连
春坚守一线，勇于担当，用行动践
行使命和担当， 守护每一位新冠
肺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昨天早上， 拿着酒店分装好
的装袋早餐， 北京地坛医院的一
线医护人员走出酒店大门， 穿过
马路进入医院开始一天救治病患
的工作。据了解，北京建工国轩酒
店开启“白衣天使驿站”，先后为
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 以及来自
积水潭医院、安贞医院、宣武医院
支援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住
宿、休息和餐饮服务，让他们有个
歇脚的地方。

由于新冠肺炎需要２４小时医
疗守护， 地坛医院一线医护人员
数量多， 下班后医院宿舍无法满
足需求， 一些医护人员拖着疲惫
的身体往返回家时间成本太大。

国轩酒店紧邻地坛医院，2月
1日接到地坛医院需求后，建工地
产公司党委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支
援地坛医院。“当时只有一半在岗
职工。但我们深知，让医务人员早
一天入住， 他们就能早一天以更
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 在动员
会后大家各司其职、迅速行动，不
到24小时就完成了各项准备工
作， 并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医护
人员。”国轩酒店负责人表示。

国轩酒店大堂和各楼层都设
立了“欢迎白衣天使回家”的温馨
标语。 服务人员提前做好了客房
分配， 用最短的时间让医护人员

便捷入住。 针对医务人员的用餐
需求， 酒店克服了服务人员紧缺
的困难，进行了合理的调度调配，
先后增加了三餐供应， 并根据新
增人员需求开设了回民餐。 确保
一周内每天的菜肴不重样， 每天
下班回来的医务工作者可以领取
餐食后回房间食用。另外，酒店还
供应了方便食品、微波炉、洗护用
品等物资，提供了元宵食品、生日
礼物等贴心服务， 表达了对医护
人员的关心和关爱。

在２月份，酒店大多职工没有

休息一天。“我们无论多累， 都要
做好服务保障，守护‘白衣天使’
回 ‘家’。” 国轩酒店总经理郭雯
说。 看着医护人员们精神满满的
从酒店前往医院投入到新的 “战
斗”，大家都有着小小的成就感。

地坛医院工会主席张岩说：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酒店能
够第一时间接待来自地坛医院一
线医务人员入住， 体现了酒店领
导、职工对抗击疫情的全力支持。
全社会齐心协力才能够打赢这场
抗击疫情阻击战。”

■战“疫”先锋

北京建工国轩酒店为一线医护人员开设“白衣天使驿站”

“让前方医护人员有个歇脚地”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蕊

怀柔桥梓镇50余名“复工管家”上岗

□本报记者 边磊

东城工商联法律商会网络讲堂在线解疑惑

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53家律
师事务所的148名专业律师组成
抗“疫”法律志愿服务团，在线解
答法律问题， 提供免费的法律咨
询服务。其中，东城区工商联法律
商会会长杨晓刚带领律师团，通
过“12345”市民热线等平台，解答
了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用工困
难和法律纠纷等问题。

据介绍， 北京中勉律师事务
所主任杨晓刚亲自制作了法律服
务系列微视频， 包括工资延迟发
放如何处理、 居家隔离工资如何
支付、强制隔离工资如何支付、疫
情期间加班工资问题、 疫情期间
可否拒绝加班、 疫情期间特殊工
时等问题， 分别就疫情期间劳动

关系、税收等问题作了解答。
疫情期间， 东城区工商联法

律商会成立 “东城区法律商会网
络讲堂”微信群，以“互联网+”的
形式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与东
城区人民法院开展线上普法活
动，设立疫情期间法律咨询热线：
400-011-9928。 并邀请区人民法
院综合审判庭劳动争议主审法官
李彦宏进行主题为 “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 企业用工面临的风险及
防范”讲座。 围绕疫情期间工资、
加班与工时；劳动合同履行、复工
及假期安排；解除、终止和工伤；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四个主
题，以设问形式进行讲解，并在线
为企业答疑。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昌平畅通办税渠道助力战“疫”

为抗击疫情服务的企业开避
涉税事项绿色通道； 办理业务缺
材料也别急，一次就能搞定；推行
“非接触”办税模式……疫情防控
期间， 昌平区税务局不断畅通办
税渠道，优化办税流程，获得了纳
税人的点赞。

近日， 一封感谢信温暖了昌
平区税务局未来科学城税务所的
税务干部。 来信的是新石器慧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自
主研发出专用于室外大范围消毒
杀菌的无人消杀车， 及用于医疗
和食品物资往返运送的无人运输
车。为最快速度投入生产，公司急

需向采购单位开具发票并向上游
供应链投入资金。 了解到该公司
情况后， 未来城税务所副所长毛
海明迅速调集人手开辟绿色通
道，通过微信、邮件、视频联络等
“非接触”办税模式，简化办税流
程，需要9个工作日流转完成的手
续压缩至2个工作日， 通过 “票e
送”助力企业最短时间取到发票。
“办税效率高，真正为企业排忧解
难。”企业负责人竖起了大拇指。

针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区税
务局还加强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
业的线上走访和服务， 为企业全
面恢复生产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