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收出版社的教材放至库
房， 再把教材送到门店， 这是台
湖出版物中心教材中心职工每个
新学期到来前都要忙碌的事情。
复工复产后， 教材中心的职工开
始为未完成的春季教材发行和时
间赛跑。

中心拟定了 《疫情期间北京
市新华书店课本收货通知》 发给
所有供货商。 在通知中详细告知
送货车辆的行车路线、 注意事项
等， 还向每个供货商了解预计送
书时间。 每周， 教材中心的职工
都向供货商了解印厂、 库房复工
复产的情况， 及时掌握物流配送
信息。 还将信息汇总后， 发送到

全市课本店微信群。 教材库房开
始收货后， 教材中心还把每日到
货品种及时发布到课本微群， 方
便各店随时掌握到货情况。

受疫情影响， 负责五种主科
教材送货的印厂一直未复工。 2
月24日印厂通知教材中心可以送
货了 。 但是其中一个印厂在怀
柔， 厂里只有大货车， 暂时租不
到小货车， 14万册课本送货的任
务遇到困难。 得知消息， 教材库
房副主任陆小平主动把负责教材
送货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介绍给印
厂， 并帮忙取来汽车钥匙转交印
厂。 14万册课本全部按约定时间
顺利送到库房。

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 东城区政协常委沉浮
始终密切关注战 “疫” 情况。 近
日， 东城区政协和区文联组织委
员艺术家赴一线采风， 沉浮第一
时间主动报名参加。 在东城区定
点收治医院普仁医院与隔离病房
医护人员连线视频后， 他将采风
所思、 所悟、 所感倾注在文艺作
品中 ， 用两天时间创作出这幅
《芯连心》。

“想到医务工作者奋战一线，
穿着防护服， 与病患一起隔离在
病房， 但是隔离了疫情， 却隔离
不了亲情。” 沉浮说： “他们的
故事一直在我脑海盘旋， 我又创

作了一幅 《烛光 远方》， 并附一
首小诗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东城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郎
佳子彧是国家级非遗 “北京面人
郎” 代表性传承人， 现年24岁的
他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艺术学硕士
研究生， 由于疫情， 学校延迟开
学。 宅在家的他利用擅长的手艺
“面塑” 制作了 《百毒不侵 诸邪
退散》 《萌天使》 等作品致敬医
务工作者。 作品上传到网上后，
不少网友纷纷给郎佳子彧的作品
点赞。 他还通过网络平台教授网
友制作卡通版白衣天使 ， 他表
示， 疫情结束后要将亲手制作的
作品送给身边的白衣天使。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朱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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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先锋

平谷区白衣天使驰援武汉疫情防控第一线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白莹

“您好， 我是东方美都汽配
城北京伯乐恒通汽车4S店公司员
工， 现在在我们店里发现一名体
温异常者……” 东升镇新东源股
份社联合东方美都汽配城正在举
行一场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随着
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海淀区东升
镇在加大企业防控检查力度的同
时， 更注重提高复工应急防疫防
护处置能力。

此次演练模拟了4S店员工在
进入办公区测温时体温增高突发
症状应急处置的场景。 演练中，
工作人员在进行体温检测发现发
热的疑似病例后， 第一时间对疑

似病例进行隔离 ， 对其行动轨
迹、 所接触人员、 物品、 停留过
的办公区域进行追踪， 同时向总
指挥汇报。 总指挥立即启动应急
程序， 通讯组拨打120急救电话、
协调110进行外围控制， 同时分
别向上级单位和地方政府疫情管
理部门报告……

据了解， 东方美都汽配城有
企业17家， 总人数356人， 复工
企业4家。 开业前期， 东升镇新
东源股份社专门对其防控物质、
防控力量、 场地间距等疫情防控
措施进行了督察检查， 确保其在
疫情期间顺利安全复工。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房山“特事特办”服务企业复工生产

燕山石化新建熔喷布生产线
项目正式生产。 项目迅速推进的
背后， 离不开房山区生态环境局
“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 主动对
接、提前介入、现场服务的举措。

在了解燕山石化新建熔喷布
生产线项目欲尽快完善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诉求后， 房山区生态环
境局第一时间受理了该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网上全程办理。
同时审批和监察联动对该项目进
行现场服务 ， 确保项目建设顺
利。 涉及建设项目落地建设运营
需要办理的环保手续， 采取 “知

识问答” 的形式一次性告知。 项
目最终实现了 “10天交出生产
线” 的目标， 这在以前至少需要
半年的时间。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总量环评
科科长肖旋介绍， 针对特殊时期
的复工工作， 出台了 《关于服务
企业复工生产的通知》 和 《关于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
发展的通知》。 尤其是防控疫情
所需物资类建设项目， 都是 “急
事急办、 特事特办”， 实行 “告
知承诺制 ” 或先开工后补办手
续， 让项目尽快落地。

□本报记者 唐诗

北京同仁医院蔺珊：

穿上三级防护服， 戴三层手
套、防护镜……在抗疫一线，一个
个白衣天使“变身”白衣战士，虽
然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容， 但朝夕
相处的患者都悄悄地记住了他们
的名字。 来自北京同仁医院的蔺
珊就是其中一位，疫情期间，随北
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被派往武
汉协和医院。

被出院患者找寻要当面感谢
“能帮我找一下阑珊吗？”在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 一名出院
患者到处寻找一名叫“阑珊”的医
护人员，“我在住院期， 她对我们
照顾的特别好，还帮我剪指甲，我
要当面感谢她。”然而，这位患者
找了一圈， 最终也没找到他要感
谢的“阑珊”。后来，一位记者把这
则“寻人启事”发到了北京市属医
院援鄂医疗队的微信群里， 大家
这才知道，患者要找的“阑珊”，其
实是北京同仁医院援鄂医疗队队
员“蔺珊”。由于医务人员在治疗
中全副武装， 患者只能看见他们
写在防护服上的名字，加上“蔺”
这个字比较复杂， 所以就把 “蔺
珊”的名字记成了“阑珊”。

当大家把患者的感谢转达给
蔺珊时， 蔺珊说：“我知道那位叔
叔要出院， 其实也挺想出去送送
他， 但当时正在病区护理两个气
管插管上呼吸机的危重症患者，
离不开人。” 说起为患者剪指甲，
蔺珊一直强调， 这都是日常的护
理，“那位患者是21床的， 他的血
糖一直特别高， 而且憋气症状明
显，需要一直戴着储氧面罩，因此
生活也不能自理。”

一次， 蔺珊帮21床患者翻身
时， 看到他的指甲特别长，“我就
说帮他剪指甲， 他还有点不好意
思。”蔺珊说，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指甲刀， 最后她拿了一把小剪刀
进行了严格消毒才开始剪。“男患
者的指甲比较硬， 我特别怕给他
剪破了，我就蹲下，小心地帮他修
剪。” 这个看似简单的日常护理，
让患者出院时一直念念不忘。

谈到患者的感谢， 蔺珊有些
害羞，“这里都是重症患者， 很多
需要进行持续的氧疗， 我工作时
几乎要全程在患者身边，测血糖、
输液、采血、翻身拍背、发药、发饭
等一系列护理操作和生活帮助，
我没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 还让
人家满世界找我，真不好意思。”

自学伤口护理技能
作为ICU专科护士， 蔺珊在

平日护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皮肤
伤口护理的问题， 因此她又学习
了伤口护理技能， 成为一名伤口
治疗专科护士，是名副其实的“双
料”护士。蔺珊所负责的武汉协和
医院西院区12层病房， 有一位重
症气管插管的老年患者， 由于长
期卧床，造成了左臀部的压疮伤。
“长期卧床的重症患者因为镇静
镇痛的药物作用对压痛不敏感，
最容易形成压疮， 这是一种皮肤
损伤，是常见的并发症。”

由于隔离病房物资有限，没
有治疗压疮的专业敷料。 有着丰
富伤口处理经验的蔺珊， 想到了
医疗队用于预防口罩压痕的泡沫
和水胶体敷料。“水胶体敷料可以
促进吸收伤口渗液， 泡沫敷料可
以进行局部减压。”蔺珊先用生理
盐水将患者破溃处进行消毒清
洗， 然后再将泡沫和水胶体敷料
依次贴在患者皮肤破损处。

处理好伤口后， 蔺珊和其他
护理队员轮番为患者清创换药、
翻身拍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患者的病情在慢慢好转， 压疮伤

口也在逐渐愈合。

“有她在一线，我们很放心”
“蔺珊是业务骨干，在护理技

能竞赛中多次获奖。 遇到突发状
况，她都能沉着冷静、积极应对，
所以有她在一线， 我们很放心。”
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彤对
蔺珊的工作能力非常认可。“如果
要组建医疗队支援一线， 一定把
我算上，我是党员，又去过非典一
线，我有经验！”刚得知疫情消息
时， 蔺珊就和科室护士长提前报
名， 没过两天蔺珊成为首批北京
市属医院援武汉医疗队的一员。

蔺珊对于战胜疫情充满了信
心。“2003年抗击非典时， 我还是
一名 ‘新人 ’,那时我凭着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勇气加入了战斗。如
今17年过去， 我也算是一名‘老
兵’，有着丰富的重症患者护理工
作经验， 此时我有信心能够战胜
疫情，这是我应该做的。”蔺珊说。

蔺珊盼望早日战胜疫情，能
够和家人一起再来武汉，“等待疫
情过后， 我一定会带着家人好好
欣赏这座文化名城，游黄鹤楼、走
樱花大道、看长江大桥……”

“我看不见你温柔的面孔，却
看得见你美丽的眼睛。 我看不见
你甜美的微笑， 却看得见你忙碌
的身影……”这首《天使的身影》，
唱出了医务工作者在抗疫一线的
真实写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来自平谷区的二十余位医务工作
者随北京医疗队援助武汉， 在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西院区, 就有八位平谷籍的
白衣天使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
控第一线。

姚洁林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呼吸科副护士长， 她的家在平谷
区平谷镇园田队村。“今天是我来
武汉支援的第10天， 昨天给老妈
手写了一封信， 老人家看完又激
动得哭了。 给我回复微信说：‘你
瞒我，你以为我不会看朋友圈儿，
其实我学会用微信了， 我看见时
你已经下飞机了。 我哭着跟你弟
说，她既然瞒我，我就装作不知道
吧。’”姚洁林写下了工作日记。

“初到武汉时的慌乱已在很
久以前，现在的我，已经可以行动
自如地穿梭于隔离病区里的每一
个房间。”王文娟是北京积水潭医
院呼吸科护师， 她的家在平谷金

海湖镇红石坎村。“每天跟老妈视
频聊天，累了就少说两句，有时间
就多聊两句，老妈是最心重的，不
敢给我打电话，怕耽误我工作。”

“隔离病房里的工作每天都
在不断变化。这突如其来的疾病，
让太多患者猝不及防， 他们在外
可能曾是业内精英， 在内更是家
里的顶梁柱。每每想到这些，作为
医护人员希望能尽全力去挽救他
们的生命，护理工作不是特效药，
可只有细致的护理，贴心的关怀，
才能让治疗发挥最大作用， 让患
者建立求生的信念。”王岩是北京
安贞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 她的

家在平谷区平谷镇岳各庄村。
“记得报名来援鄂的当天，计

划好要和爱人回娘家， 婆婆得知
我报名的消息后， 将准备好的水
果中的梨全部换成了苹果和桔
子。”李想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干部
综合科监护室副护士长， 她的家
在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甘营村。

李想告诉老妈报名参加支援
队时，老妈只说“救人要紧，注意
安全”。临行的时候，李想的儿子
问她：“妈， 你是不是要上战场？”
“放心， 妈妈的战场没有敌人，有
的都是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的叔
叔阿姨，妈妈一定平安回来。”

海淀东升镇企业先演练后复工

被患者寻找的抗“疫”天使

“让患者建立求生信念”

艺术家用创作致敬白衣天使

台湖出版物中心全力保课前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