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回家啦！”25日晚7点，
孙女士乘坐永外街道专车， 在东
城社工的陪伴下， 时隔67天回到
家中。社工李振伟、张旭、张宏宇
在小区门口等候。未来14天，李振
伟是“搬运工”，帮助孙女士拿快
递和外卖； 张旭和张宏宇负责每
日两次询问孙女士的体温状况，
还会每日到家中探望孙女士。

孙女士是首批24名离鄂返京
东城居民当中的一员， 同永外街
道一样，和平里、景山、建国门、崇
外、东直门街道的社工，也用自己
的方式迎接离鄂返京人员回家。

门口拉横幅“欢迎回家”

东城社工在天坛体育活动中
心迎候他们回家， 返京人员登记
信息时， 社工会送上一句问候的
话语：“欢迎回家”。

“考虑到这些同志在湖北已
经留守很长时间，回家心切，所以
我们在现场拉了一个大横幅，写
着‘欢迎回家’四个大字，同时制
作了温馨提示， 希望他们能够耐
心配合工作人员做以下几件小事
儿，包括测温、点名、清点人数等
等。他们到家以后有什么需求，也
可以找社区来帮忙。”东城区民政
局社工队伍科科长刘静说。

核对后， 每个街道会派专车
将返京人员送到家中或集中隔离
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 各社区
将在街道的指导下， 做好辖区返
京人员的居家观察和服务保障。
永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邸宏说：
“每天两次体温监测，由社区通过
微信、电话的方式负责登记记录。
如需要买菜和生活用品等， 社区
可帮忙跑腿。”

爱心陪伴一路返京

第一批乘坐专列抵京的东城
居民有24位， 分布在7个街道，每
个街道的社工第一时间通过电
话、微信，或者通过京心相助平台
得知了居民返京的行程安排，为
他们回家做好了充足准备。

早在24日晚上， 通过京心相
助后台系统， 崇外街道干部曹晶
晶看到从黄石北出发的吴女士夫
妇的返京信息。“您买到票了，是
吗？我在北京等你们，欢迎回家！”
这句温暖的问候， 吴女士顿时哽
咽了， 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有你
们在，我们就踏实了。”

25日11:20，吴女士夫妇坐上
了火车， 第一时间给曹晶晶发微
信，“我们上车了！”17:55，从黄石
北出发的G488次列车抵达北京

西站， 此时街道驻点干部陈志胜
早早等候在天坛体育活动中心，
准备接他们回家。 吴女士夫妇开
始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生活。

为离鄂返京人员送上“暖心礼包”

为了让离鄂返京人员安全有
序返京， 建国门街道在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成立由综合
协调组、 人员对接组、 物资保障
组、社区工作组、医疗支持组、安
全维稳组六个工作组组成街道离
鄂返京人员工作专班， 为返京人
员提供各方面的服务。

25日下午， 第一批离鄂返京
人员抵达北京西站，其中，建国门
辖区有4位返京人员。街道安排专
车、 专人负责离鄂返京人员抵达
区级转接点后“二次分流”的接送
工作。 为了欢迎离鄂返京人员回
家， 街道工作人员为离鄂返京人
员赠送了 “一卡两餐多防护”的
“暖心礼包”，礼包中装有方便面、
牛奶、肥皂、口罩、体温计等物资。

同时， 建国门街道制定离鄂
返京人员防控工作流程图， 各工
作组成员依流程完成信息核查、
人员分流、人员交接、手续签订、
信息登记、解除观察等工作，确保
整项工作无遗漏。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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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我热爱自己的职业，从中体
会到了价值和自我认同。 希望你
们将来也能拥有自己热爱的职
业，愿意为之付出和奉献……”这
是前不久， 宣武医院驰援武汉医
疗队领队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李艳
回复给北京市第八中学怡海分校
全体师生员工一封信中写道的。
从1月27日率队出发奔赴武汉以
来的60多个日日夜夜里， 李艳见
证了从寒冷料峭的病疫之冬到樱
花怒放的希望之春“重启”之路。

出征：让死神空手而归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救治病

患，并把大家平安带回来。”带着
全院上下的期望和重托， 李艳和
战友奔赴武汉防疫一线 。1月28
日， 他们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 熟悉
病区工作及流程，随即投入战斗。

“快快……有病人需要抢
救！”刚一进入隔离病区，李艳就
听到了焦急的呼喊声， 职业的本
能让她讯速冲进了病房， 跟在她
身后的还有三位护士。 此时的患
者已经陷入昏迷，心率167次/分。
储氧设备的流量已开到最大，但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仍只有67%。

“立刻打开静脉通路！”李艳
喊道。 护士迅速在患者的脚上找
到了这条救命的静脉血管。 静脉
通路打通了， 急救药物开始输送
到患者体内。“李医生， 针鼓了！”
正盼着患者的情况有所好转，一
句“针鼓了”如同晴天霹雳。救命
的药物送不到患者体内， 抢救根
本无从谈起。

三位护士在病床边围了个严
严实实，就是搜遍患者浑身上下，

也要再找到一条可用的静脉。这
个画面让李艳看着揪心， 护士们
的寻找位置多集中在患者的上半
身， 如果患者的口鼻再次喷溅液
体，感染的风险可想而知。经过一
番努力， 他们终于在患者右手腕
的桡动脉附近找到了一条新的静
脉通路。

李艳根据患者的病状判断，
可能是体内分泌物导致的酸中
毒。如果按照“教科书”上的操作
方法， 下一步需要给病人进行血
气分析， 但这一过程至少需要半
小时，病人很可能撑不到那时了。
这时李艳果断发出指令， 在患者
体内注入碳酸氢钠， 缓解患者体
内的酸中毒状态。很快，监护仪上
各项指标开始向正常值移动，而
患者的身体也开始有了反应。经
过李艳和护士们半小时的抢救，
让死神再一次空手而归。

过程：从揪心到高兴
李艳告诉记者， 在ICU从医

多年，目睹死亡是一件寻常事。但
揪心的是， 她无法像预测ICU患
者那样预测新冠感染者的病情。
“我们能做的就是埋头干活，努力
救人。让更多的患者好转、出院，
和家人团聚。”让李艳倍感宽慰的
是，前几天，又有两名康复患者微
笑着走出隔离病区。 两位康复患
者很激动， 不停地说：“这里的医
护人员是最棒的！”

李艳告诉记者， 两位患者入
院时都是重症患者， 双肺有大面
积的磨玻璃渗出影， 血氧饱和度
都低于正常值。经过治疗后，两人
不仅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CT影
像也恢复得很好。

“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从
揪心到高兴的过程。” 在李艳看
来， 两人出院不只是一个单纯的
数字，背后还代表着家庭的希望。
“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为他们的
康复感到高兴。他们平安健康，家
才是完整的。”

最想做的事：带儿子爬长城
“为了‘大家’的平安，只能暂

时‘牺牲’自己的‘小家’。”李艳奔
赴一线， 照顾孩子的任务就交给
了爱人。在一起多年，丈夫都习惯
了她的工作性质。 李艳在ICU守
着危重的患者几天寸步不离时，
家里都靠丈夫和婆婆默默操持。

一起共进晚餐是最好的治愈
时刻，在餐桌上，她不会提及ICU
里的焦虑和恐惧， 更多听家人和
儿子的故事。她已经想好了，打完
这场战役后回北京最想做的事：
带儿子去爬长城。告诉他，人生就
像爬长城，咬住牙一步一登高，才
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孙琳

东城社工暖心陪伴离鄂返京人员回家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28
日，本市迎来清明节祭扫高峰日。
记者从丰台区民政局了解到，当
天丰台区5家公墓共接待群众祭
扫30553人，疏导车辆11953辆。与
去年同期相比， 祭扫群众同比减
少93%，车辆减少80.9%。

疫情防控期间， 区民政局抽
调机关干部下沉至各个陵园参加
服务保障，参与入园群众引导、秩

序维护等一线工作，辖区公安、交
警、消防、疾控、120、街乡镇（社区
村） 等工作人员以及公共文明引
导员、各类协管员等，目前已累计
上岗服务保障人员3000多人。

在清明节祭扫服务保障期
间， 区民政局通过线上线下多种
形式， 宣传疫情防控形势和防控
措施，倡导家庭追思、网络祭奠等
文明祭扫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
日， 顺义区市场监管局开通绿色
通道， 迅速为辖区两家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办理出口备案手续， 办
理时限由正常的7天缩减为1天办
好全部备案。

“北京普恩光德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康思润业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是两家生产体
外诊断试剂、 检验分析仪器等医
疗器械的生物科技公司。三月初，
两公司生产的 “新型冠状病毒抗
体检测试剂盒 ” 获得欧盟CE认

证， 并接到了大量的欧洲以及亚
洲的订单， 办理出口备案手续成
为了企业迫在眉睫的需求。 在了
解到企业的情况后， 顺义区市场
监管局开通绿色通道， 充分利用
视频确认、 电话指导等不见面手
段，从受理、审核到发放备案凭证
1日内办结，火速为企业办理医疗
器械出口备案。 目前，已为2家企
业的6批次， 共计6.7万人份的新
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办理
了医疗器械出口备案， 这也是顺
义区出口的首批防疫医疗器械。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当前 ，
春耕备耕到了紧要关头。 平谷区
熊儿寨乡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开通“春耕服务热线”，为
农民疏通农耕“四条通道”，保障
农业生产。

联通农事需求通道。 乡农办
设立“春耕服务热线”，本乡村民
拨打61961877转8201， 可将春耕
生产中的需求告诉工作人员。工
作人员对百姓需求进行汇总、调
度，为百姓提供订单式服务。

畅通农资运输通道。 为保障
春耕所需农资肥料供应， 熊儿寨

乡与生态桥定点企业签订承诺
书， 全面了解运送肥料的司机健
康状况和行动轨迹， 为司机办理
各个卡口不受阻的通行证。

打通农技指导通道。 针对疫
情防控期间无法集中培训的情
况，乡农办通过两个“一对一”即：
视频连线 “一对一” 和现场指导
“一对一”，指导百姓春耕作业。

建立农事快验通道。 各村为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制作了 “电
子通信证” 二维码， 村民通过扫
码、测温后即可快速通过卡口，减
少人员等候。

平谷山乡开通“春耕服务热线”保生产

战战疫疫情情
顺义出口首批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钟雨辛）修剪枝条、整理树堰、浇
水春灌……对于村庄绿化管护工
作，眼下正是关键时期。怀柔区庙
城镇对镇域内25万平方米的绿化
开始进行春季养护。

庙城镇林业站负责人任鹏鹏
介绍， 现在防疫工作正处于关键
期， 不误农时更应落实好防疫要
求，避免人员聚集。所以现在就给
工人固定工种，打枝、拢枝、粉碎、
浇水，每个工人就干一项工作，按

照顺序错时进场， 不仅避免了人
员聚焦，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做到
了生产管理和疫情防控“两手抓、
两不误”。

目前， 庙城镇春季养护工作
已经过半 ， 修剪各类乔灌木约
5000余株、 清运树枝46500公斤。
下一步， 该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 将继续做好施肥、 树干涂
白、栽种补植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疫情过后， 为居民提供一个春意
盎然、 生机勃勃的踏青好去处。

———记宣武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领队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李艳

■战“疫”先锋

“有社工们在，我们就踏实了”

怀柔庙城镇防疫绿化“两手抓两不误”

丰台5家公墓祭扫群众同比减少93%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进门
测温消毒，打饭间隔一米，消毒液
严格按照专业指导配比……疫情
防控期间，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与
通州区住建委、 镇疫情防控部门
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力合
作， 为辖区内陆续复工的建筑工
地进行了系统细致的疫情防控指

导，并按需提供服务。
随着各工地陆续复工， 镇政

府工作人员发现很多工地防疫人
员对84消毒液的配比使用存在疑
问。为此，永顺镇邀请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将培训内容制作成了两
段小视频， 供各工地负责人自行
下载学习。 赵思远 摄

永永顺顺镇镇疫疫情情防防控控服服务务送送进进复复工工工工地地

“必须让死神空手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