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饺子来了，快趁热吃！”当前
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平谷区
大兴庄镇唐庄子村金玫瑰巾帼志
愿者给卡口工作人员送上了热腾
腾的饺子。“这段日子， 咱们一线
的卡口人员不分昼夜站岗放哨，
不能按时吃上热饭，真是心疼，我
们要尽所能为他们做好服务！”金
玫瑰志愿者说。

一大早，5名巾帼志愿者便自
费出资采买食材，忙碌起来。五位
大姐动作娴熟， 麻利地和面、调
馅，边干边聊着家常。疫情防控期

间为减少接触， 大家都自觉地带
着口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上午11时，饺子全部出锅了。
志愿者先是来到了唐庄子村三户
低收入农户家中， 将热腾腾的饺
子送到他们手中。 随后又来到一
线卡口， 一位正在执勤的大姐打
开饺子盒， 迫不及待地趁着热气
尝了一个，“这饺子真是香在嘴中
暖到心里， 谢谢姐妹们挂念着我
们。”大家表示，要继续抓牢抓实
防控工作， 同时做到生产复工两
不误。

石景山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平台近日推出了 “疫情专
区”，市民遇到与疫情有关的房屋
租赁、劳动合同、出行票务等十大
类纠纷都可以在线咨询、评估、调
解和诉讼。

通过该服务， 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要， 选择相对应的
纠纷类型， 通过选择式问答提交
咨询的内容，并获取对应的《解纷
意见指导书》。该意见书可分享给
对方当事人， 能够在基于共知的
前提下帮助双方自行商讨解决方
案。如无法自行协商，则可以跳转
至石景山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申请调解， 由调解员对双方当事
人通过电脑、 微信等视频方式开

展调解。
区信访办工作人员表示，最

近遇到的一些咨询很多都是和疫
情有关的矛盾纠纷， 为了让调解
服务更加有针对性， 石景山区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就运用大数
据分析等手段， 对疫情防控期间
和疫情后容易产生的矛盾纠纷类
型进行了分析， 预判十大类疫情
高发民商事纠纷， 居民碰到相应
的问题，在网站上就能一下找到。

据了解， 网上调解不仅查看
双方提交的材料， 还可以运用语
音实时识别生成调解笔录， 并制
作调解协议书发送给当事人，当
事人可通过小程序用手机手写板
签字完成文书的签署。

□本报记者 唐诗

石景山十大涉疫纠纷可网上办理

“才一会儿没看手机，就错过
这么多单了！”“我也没抢上，兄弟
姐妹给我留一单啊” ……类似的
对话最近时常出现在朝阳区来广
营乡清苑路第三社区的战“疫”志
愿服务群里。他们所说的“单”，并
不是什么订单， 而是帮助不能出
门的居家观察人员开展收送快
递、取外卖、倒垃圾等志愿服务。

社区组建志愿队 服务
居家观察人员

清苑路第三社区党总支副书
记王岩介绍，社区共4123户，居家
观察总户数425户，共684人。

疫情防控期间， 社区建立了
一楼一群一图一表信息台账，为
加强返京人员管理， 将社区现有
的14个出入口整合三个点位作为
返京人员登记点， 分早中晚三个
时段，由“1+1手拉手”单位+乡机
关下沉干部+商户+党员志愿者+
物业+社工分成三组， 对返京人
员进行登记、信息核查等。

王岩介绍， 社区专门成立由
社工+党员、志愿者+商户共计80
余人组成的战 “疫” 志愿者服务
队， 为不能出门的居家观察人员
当好“快递员”。居家观察人员只
需将自己需求转告本楼的社工群
主，由社工发送至战“疫”志愿服
务群，志愿者们就会开启“抢单”
模式， 为居家观察人员提供收送

快递、充电卡、燃气卡等服务。

只要让居民踏实 我们
再累也愿意

住在清三社区的退休党员彭
仲平是最先加入到志愿服务队的
第一批队员。彭仲平说，让他印象
最深的是一次送菜的路上， 超市
给的塑料袋破了，蔬菜、水果、饮
料撒了一地，他只得脱下羽绒服，
用衣服把东西裹起来， 送到了居
家观察人员家门外。

于泊是一名首都法院的干
警，1月28日起他就成为了一名社
区志愿者。除了做好“守门员”，还
要做好“快递员”，于泊也经常扛
着大包小包，飞奔在楼宇之间，用
他的最快速度把物资送到居家观
察的住户手中。“社区居民还给我
们起了个亲切的外号，叫‘超级飞
侠’。我们也愿意当好这个‘超级

飞侠’，只要能让居民感到心里踏
实，自觉自愿地遵守隔离规定，我
们再苦再累也愿意。”于泊说。

被服务人员观察期满
将“爱”继续传递

志愿者的付出被居民看在眼
中，暖在心里，不仅在观察期自觉
自愿遵守居家观察规定， 越来越
多的人更是在观察期结束后，第
一时间选择成为新的志愿者，将
“爱”继续传递。

孙静文是清三社区的居民，2
月16日回到北京。十四天后，居家
观察的日子结束了， 她第一时间
加入了志愿服务队。 “看到大家
都在力所能及地温暖着周围的
人， 我很感动， 也想用自己的力
量去帮助更多的人。 相信大家的
力量汇集起来， 就能形成一个非
常强大的正能量圈。”

来广营乡清苑路第三社区有支战“疫”志愿者服务队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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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战战疫疫情情

加班加点保障生产、 每道程
序严格把关 、 推进药品新研究
……疫情防控期间， 药品生产企
业有序安排生产，履行社会责任。
13日， 北京市发改委组织记者走
进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和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进行
探访，了解企业保障生产的情况。

三元基因药业
运德素日均产能翻倍
下午4点，北京三元基因药业

公司的研发中心里， 工作人员小
孙正在进行液相分析操作。“这个
操作主要是监测样品的浓度和纯
度。”她说。研发中心里，不同岗位
的工作人员忙碌着， 他们的共同
任务是———保证重组人干扰素
α1b（商品名：运德素）高质量的进
入到医疗场所。 在国家卫健委颁
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防治诊疗方
案》第一版至第七版中，α干扰素
被列为抗病毒治疗药物之一。

“α干扰素对病毒有两个作
用。 一个是通过激活抗病毒蛋白
来抑制病毒， 再有是激发细胞免
疫来清除病毒。”北京三元基因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程永庆介绍，“国家相关部门要求
公司要保障运德素的生产和供
应。 公司立即成立抗击疫情领导
小组， 第一时间安排了加班加点
保障供应的应急方案。”

“为了保障运德素的生产，员
工们加班加点， 大家都想着尽自
己一份力量为抗击疫情做贡献。”
程永庆说，“公司的药品产能也在
翻倍。疫情前，一天的产能是6万
支，现在一天能生产12万支。”

程永庆透露，目前，已启动了

两个新的研究项目。“一个是对于
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的保护作
用， 我们做了运德素预防作用的
研究。 第二个是针对患者的治疗
临床研究。现在，两个项目正在推
进中。”据介绍，按照相关部门要
求，干扰素已纳入到援外目录中。

以岭药业
胶囊日产量达700万粒
下午5点，位于北京以岭药业

有限公司连花清瘟颗粒包装车间
中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自动称
量系统测控着药品的重量， 屏幕
上绿色的数字表示药品装量合
格，红色的数字代表装量不合格。
生产车间中的工作人员， 认真抽
检着生产批号。

同时， 连花清瘟胶囊车间的
工作人员也在忙碌着。铝塑间中，
经过粉碎、总混、充填后的一粒粒
胶囊正在被密封到铝塑板中。批
号是否打印完整、 铝塑板是否有
毛边、 铝塑板压纹是否清晰……
看机人员和抽检人员严格把关质
量，确保药品无缺陷。随后，一个

个装着胶囊的铝塑板经过枕包、
装盒、装箱多道程序，成为成品，
成品经过质量部门严格的质量检
验放行后， 才能够出厂到达消费
者手中。

据了解，疫情前，这里生产的
药品为参松养心胶囊。防控期间，
这里临时改为生产连花清瘟胶
囊。“位于石家庄的生产车间产能
不够， 委托北京的车间来生产。”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冯建华介绍，“生产线不需要做大
的改变， 只对一些模具进行了调
整。2月11日， 这个车间开始连花
清瘟胶囊验证批的生产， 经过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严格审查后，2月
26日正式生产。 目前连花清瘟胶
囊的日产量700万粒。7月份，一天
胶囊日产量预计达到1500万粒。”

“疫情开始后，在国家卫健委
历次的诊疗方案中， 连花清瘟胶
囊（颗粒）均被列为推荐用药。”北
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
广介绍，“目前， 胶囊和颗粒两个
生产车间一线工人是267人，大家
都在全力以赴保障药品生产。”

———记者探访北京三元基因药业和北京以岭药业公司
□本报记者 盛丽/文 彭程/摄

义务为居家观察人员当好“快递员”

自北京市市场监管局2月15
日在通州等7个区正式试点实行
“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 ”以
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有1400
余家通州区企业享受到了“秒批”
带来的办事便利。

近日， 稻香村通州朗清园店
负责人赵女士刚提交了登记材
料， 后台的打照设备就开始打印
了。“很多商户都准备入驻了，营
业执照办不下来， 就没法开业。”
赵女士说，“前些日子就注意到副
中心开始试点登记告知承诺制度
了，说是以后登记业务能实现‘秒
批’了，没想到真的这么快。”

试点实行市场主体登记告知
承诺制。正值疫情防控期间，为了
减少人员直接接触、 降低疫情传
播的风险，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积
极引导办事人选择网上提交办
理、执照免费寄递方式办理执照，
其中1014份办照企业是通过非接
触、零见面审批的。通州区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办事人只
须在承诺书上签字或盖章， 承诺
已完全知晓登记机关的告知事
项，对所提交申请文件、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完整性和
一致性负责， 并愿意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就能办理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高珊珊

通州一个月内“秒批”执照千余家

“您好，是要买菜吗？需要做
个登记，我给您测量下体温，您再
把个人信息填一下……”近日，怀
柔区汤河口镇汤河口大街上每个
“七小”网点门前都多了一名执勤
人员， 既维持秩序也负责防疫检
查，让商家和顾客心里更踏实了。

小餐馆、小便民店、小理发店
等7种便民服务网点被称为 “七
小”网点。汤河口大街位于怀柔北
部山区的中心，辐射服务5个乡镇
的百姓。复工潮来临，街上“七小”
网点相继开业，人流较大。汤河口
镇政府针对这一问题， 抽调了11
名负责园林管护的4050人员，临
时成立了防疫疏导队， 为汤河口
大街上的“七小”网点保驾护航。
汤河口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防疫
疏导员在早上9点至下午4点的消

费高峰时段， 协助店铺做好进入
人员体温监测、口罩提醒、信息登
记、排队“一米线”等秩序维护工
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姓名、体温、家庭住址、联系
电话、 进入时间这些信息请您写
上。”疏导员毕瑞海一边给顾客测
体温，一边指导顾客填写信息。他
介绍，自己是汤河口村人，原来负
责在公园修剪树木， 现在被镇政
府安排到做“七小”网点疏导员，
也能为防疫做点自己的贡献。

对于镇里成立防疫疏导队，
“七小” 网点负责人纷纷表示支
持。一菜站老板说：“复产复工后，
出来买东西的人也多了。 顾客多
的时候，登记的地方都开始排队，
忙不过来，记录的也不全。现在有
了疏导员帮忙，更安全了。”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苏倩

怀柔汤河口镇防疫疏导队上岗

□本报记者 马超

大兴庄镇志愿者“爱心饺子”送一线

药企职工全力保生产与疫情“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