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担全校在非常时期对教育
教学的各种新需求， 保障师生在
共同网络平台上乐教乐学； 穿着
厚厚隔离服， 背着10多斤消毒溶
液喷桶， 在学校临时观察区里上
下六层消毒……“三八”节之际，
北京理工大学工会面向全校女教
职工征集身边抗疫故事， 受到女
教职工热情响应，共收到230篇反
映校园感人抗疫事迹稿件。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面
对网络课程、 在线学习、 健康打
卡、食堂订餐、视频会议、大数据
分析等各种新需求， 幸好有网络
信息中心团队； 能做到停课不停
学， 幸好有通用教学系统乐学平
台。无论身在哪个国家或城市，这
个团队全员行动、分工有序，系统
指导众多老师有效使用乐学。”机

械与车辆学院教师薛庆感慨，乐
学平台能顺利支撑84门研究生课
和219门本科生课累计481个教学
班的教学工作，覆盖408名教师和
15065名学生，以及多次多人多场
地的视频会议， 正是这个团队支
持、保证了学校新学期的工作。

招待所作为学校临时观察
区，是本校抗击疫情的最前沿，由
于防控物资有限， 每天只能让两
位工作人员进入观察区内消毒和
清理垃圾。这两项都是体力活，何
况要走6个楼层，还要面对未知的
危险，谁上？正在领导们左右为难
时，很多工作人员自愿申请进去。
最终， 领导决定让孙彪去清理垃
圾， 延园招待所客房服务员郭秀
梅则接过消毒的重任。

“这个刚20几岁的小姑娘每

天四次穿着厚厚的隔离服， 戴着
口罩和护目镜， 背着10多斤消毒
溶液喷桶，从1层到6层来回喷洒。
每次从隔离区消毒完出来， 她都
累得腰酸背痛，却从不抱怨。她总
说：‘没事，我年轻，休息一会儿就
好’。”她的表现被大家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
田梅在投稿中详细描述了郭秀梅
的感人事迹。

北理工大学工会表示， 征集
身边抗疫故事， 目的是通过传播
正能量，“强信心、暖人心”。在各
基层工会的动员组织下， 校工会
共收到230篇来稿， 讲述了在教
学、科研、管理、后勤保障、医疗、
安保等不同方面的抗疫感人故
事，展现出北理工团结一心、同舟
共济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孙艳

疫情期间公司承诺“不减薪、不裁员”让员工吃了颗定心丸

随着大兴区企业的陆续复
工， 被大兴区政府列入防疫重点
企业的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承诺
书，“疫情期间不做人员裁减，不
对员工降低薪资……”“不减薪、
不裁员”这一郑重承诺，让职工心
里暖意融融。

热景生物在驰援抗疫行动中
迅速反应，公司“实验室”于1月15
日启动研发，20日完成核酸试剂
研发；21日开始基因重组蛋白表
达，22日启动免疫试剂研发，30日
免疫快速试剂和酶免试剂都先后
研发成功……截至目前， 该公司
已完成包括免疫和核酸方法学在
内的13项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检
测试剂盒研究开发和临床验证。

而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 “疫情无情人有情———
致全体员工的承诺书” 更是给大
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这样的特
殊时期， 公司能给我们这样的承
诺， 我和家人都觉得在这里工作
特别有底气， 没有后顾之忧。”该
企业员工说。

热景生物这封及时的承诺
书，还有一个来自工会的助力。就
在承诺书发布的前两天， 大兴区
总工会向全区企业、 职工转发了
市人保局、 市总工会等部门为维

护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联合向
全市企业和员工发出的倡议书。
热景所在的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
总工会也是及时跟进， 配合大兴
区总工会和生物医药基地管委
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
复工。

特别是2月3日以来， 大兴生
物医药产业基地迎来园区内社区
及楼宇的返京复工潮。 医药基地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相比一
些互联网公司可以采取远程办
公， 生物医药基地的大多研发生
产企业离不开实验室、生产线，线
下复工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为
此， 医药基地总工会的工作人员
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小组， 参与
24小时疫情防控值守工作， 成为

医药基地“抗疫共同体”的一员。
同时， 本着 “保护好企业员

工 加强防控标准” 的防控理念，
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从复工筹
备、 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三个流
程， 创新实施 “标准化”， 形成
了劳动密集型企业、 流动人口密
集商业楼宇抗击疫情的 “基地标
准”， 确保企业在复工前各项准
备工作有序开展。

该负责人介绍， 为保障更多
企业稳产保供，“特事特办、 急事
急办” 成为了大兴区生物医药基
地的“常规做法”，有温度的服务，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复工中交通、
防控、物资保障、原材料供应等方
面遇到的问题, 保障企业有序经
营，做到既防疫情、又不误产。

3月8日中午，T8次列车抵达
北京西站，5号车厢有序走出84名
四川成都、江油、广元籍返京务工
人员。 这是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联合市交通委、铁路北京局，为
北京建工集团开通的“点对点”返
岗务工专列包厢，通过“输出有组
织、健康有检测、承运有防护、到
达有交接、全程可追溯”的方式，
保证了农民工“从家门到车门，从
车门到厂门”。

疫情防控期间， 全市各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动协调经
信、住建、商务等部门，建立精准
对接服务台账， 指定人社服务专
员与重点企业实行 “点对点”联
系，了解重点企业用工需求。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与部分劳务输
出大省加强“点对点”劳务对接，
会同交通、 住建等部门专门建立
了运输保障机制，开通“一站式”
运输服务， 为返岗务工人员提供

“出、行、到”无缝衔接。
出发前，四川成都、江油、广

元当地部门为计划乘坐专列包厢
返京且合格的务工人员开具了健
康证明。 务工人员此前全部在家
中隔离， 出发当天由专车集中运
送至车站，体温合格后统一乘车。

行程中， 作为 “返京务工专
列 ”，T8次列车提前一周为务工
人员预留了整个5号车厢。车厢内
有专人负责车辆定时消毒、 通风
及人员健康防护等工作。

到站后， 用工单位在站台上
划出的特定区域清点核对人员、
逐一测量体温、消毒行李衣物。务
工人员集体通过快速出站绿色通
道，乘坐专车前往位于丰台区、通
州区和昌平区的工程项目部。

据介绍， 此次乘坐专列包厢
返京的务工人员， 要在经过严格
的体检和隔离措施后， 方能投入
施工现场，实现安全有序复工。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韩姗杉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张晶

北京“点对点”专列包厢接回务工人员
从家门到车门 从车门到厂门

经过沟通、测量体温等程序，
记者跟随丰台区建筑行业管理处
的工作人员进入丰台樊家村鼎业
文化产业园项目复工现场， 实地
探访工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
况。据了解，丰台区坚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目前，
全力推动33个项目实现复工，工
地实行封闭管理、分区管理。

工人进场需测体温、 接受疫
情防控培训

进入工地大门， 左侧是两处
白色的房子。“北面这处是体温测
量室， 进入工地的工人必须从这
里经过体温检测才能进入工地。”
施工方执行经理佟大磊说，“南面
这处是培训室， 要对复工的工人
进行疫情防控培训。”

走进体温检测室， 佟大磊介
绍，复工人员经过体温检测、登记
后进入第二个环节， 进行疫情防
控知识培训。“培训室隔壁就是观
察室， 测量体温时有发热的工人
要到观察室， 每一个工人进场都
要经过这些程序。”佟大磊说。

“工地实行封闭管理、分区管
理，工人进场后首先进入观察区，
执行隔离14天的规定， 工地还设
置了隔离区， 作业区域也实行分
区作业。”丰台区建筑行业管理处
施工现场管理科科长张卫东说。

工地设立心理疏导室和爱心
驿站

隔离区是一排单独的区域，
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 一张桌子
和一把椅子。 进入观察区要经过
测量体温、登记、人脸识别才能进
入。 佟大磊说：“工人按照进场日
期分别进入指定观察区， 各走各
的通道，一日三餐有专人送，每天
两次检测体温都有记录。”在工地
的办公区设有一米线、 心理疏导
室、防控物资储备室。为了解决封
闭管理期间工人的购物需求，设
立爱心驿站， 工人有什么需求在
微信群里提出来， 施工方安排专
人外出采购。

“樊家村鼎业文化产业园项
目施工管理比较规范， 全区已经
复工的33个项目基本上按照这个
模式进行规范管理。” 张卫东说，
“住建委分成7个疫情防控应急检
查组， 对全区247个施工项目，不
管复工的没有复工的进行不间
断、全覆盖地督导检查，全面推行
施工现场封闭化管理措施， 每个
工地都要划分出返工人员居住观
察区、 医学防控隔离区和正常工
作生活区， 所有人员到岗后全部
实行封闭式管理， 严禁离开施工
和生活区域， 在抓好防控疫情的
同时，全力推进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赵智和

丰台推动33个项目实现复工
施工现场封闭、分区管理 设立观察区、隔离区和生活区

一支签字笔，一沓速写纸，手
边是一张张医务工作者奋战在一
线的照片……疫情防控期间，67
岁的国家一级美术师、 东城美术
家协会理事王有民， 每天晚上都
会伏案在书桌前，用他的画笔，勾
勒“最美医务工作者”。日前，他已
完成宽1米、高2米的画作《众志成
城抗疫情》。

连日来， 王有民在速写本上
打草稿，画了28组人像，从中精选
8组来构思作品、组织画面。他先
用棉柳木碳条在6尺的宣纸上打
稿，用墨线勾勒线条搭框架，通过
皴擦的方式，找到光影关系，在大

面积造染后， 他在留白处用白色
提亮画面， 让医务工作者白衣天
使的形象，更加突出和饱满，最终
形成 《众志成城抗疫情》 这幅作
品。此外，画作还描绘了和家人告
别驰援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手托
下巴思考病情的钟南山院士，拉
着氧气瓶、 抢救病患的医护人员
……8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王有民说 ：“我搜集的照片
中， 有的医务工作者因为过度疲
劳，趴在椅凳上睡着了，我就像看
到自己孩子一样，心里酸酸的，我
希望用自己的画笔去展现一幅
幅、一张张最生动、感人的画面。”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洪珊

东城美术家手绘“最美”白衣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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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战战疫疫情情
热景生物公司员工收到暖心“承诺书”

首开集团房地首华物业有支“女子消杀队”
□本报记者 边磊

“穆怀军同志这么大岁数，还
楼上楼下的喷洒药液， 又收拾垃
圾很辛苦，为防止疫情扩散、防止
疾病传播而奉献着……”64岁的
物业人员穆怀军背着30斤重的消
杀药水在朱家坟三里的居民楼消
杀时，一抬头，看到居民赵大姐写
了一封感谢信悄悄地贴到了门
上， 有些气喘的她立刻像加满油
一样，心里感到丝丝暖意。最近，
首开集团房地首华物业国馨分公
司北方车辆厂项目的物业职工收
到了几封居民贴在家门上的感谢
信， 信中字里行间透着对日夜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 为疫情防控默

默奉献的物业人员的感激之情。
北方车辆厂项目部管辖着11

个老旧小区， 涉及99栋楼、168户
平房， 居民5000余户。 在疫情面
前，项目部所有员工挺身而出。其
中，项目部有一支8人的消杀队别
有一番风采———全部由女性组
成， 该消杀队主要负责朱家坟四
里共18栋楼的消杀，包含单元门、
楼道、楼梯扶手等。18栋楼一共有
81个单元，也就是说这8名女同志
每人每天要爬10次楼， 这对于女
性消杀队员的体能来说是个不小
的挑战。穆怀军就是其中一员，也
是一名老党员，在她的带领下，项

目部坚持每日两次对99栋楼341
个楼门及168处平房进行消毒。消
毒用的喷雾器加满药水足足有30
斤重，她们从一层背到六层，每个
楼门循环往复，爬上爬下，一天下
来腿都抬不起来。

据了解，1月25日以来 , 首开
集团房地首华物业国馨分公司北
方车辆厂项目部全体在京人员提
前结束假期，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
线， 在长辛店街道朱南和朱西社
区共同构筑了坚强的严密防线。
对于住户的关心和称赞，“女子消
杀队”的队员表示：这是物业人的
职责所在，责任面前无性别。

北理工工会征集女教职工抗“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