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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疫先锋 金融街人讲述战“疫”故事
“我看见奶奶的眼圈红了，

她说我这个病传染性很强。 我已
经把家人传染了， 不想把你们也
传染了。 你们对我太好了……”
近日 ， BFS金融街演讲战 “疫 ”
在金融街i客厅进行录制。 现场，
北大医院第三批援鄂抗疫国家医
疗队的队员、 中国建设银行的职
员、 金融街物业以及金融街社区
和金融街控股的一线员工以演讲
的形式， 讲述了发生在自己、 家
人以及同事身上的抗疫故事。

援鄂抗疫 北大医院护
士照顾武汉93岁老奶奶

据悉， 此次活动由金融街服
务局、金融街街道办事处、金融街
商会主办。 从今年5月份开始，为
致敬抗疫先锋，讲述金融街故事，
主办方就面向金融街区域各行业
职工， 征集与抗疫主题相关的故
事。 活动共收到来自金融街区域
内金融业、服务业、社区、医疗机

构等单位的百余人报名， 综合行
业、内容、立意等因素，精选出5名
演讲者，参与了最终的节目录制。

来自北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
医学科主管护师宋秋辰是第三批
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队员。 在武
汉期间，她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
要充当护工、护理员、保洁员、送
餐员、维修工等角色，需要帮患者
洗脸、洗脚、端饭热饭，甚至还要
擦屎倒尿、 通马桶、 整理病区卫
生。 虽然她在家里还是需要妈妈
照顾的“宝宝”，但是到了抗疫一
线，面对患者的求助，她的回答却
是“马上就去”。

宋秋辰介绍说，在武汉期间，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患者是一位
93岁高龄的奶奶。最初，奶奶对他
们有些许“敌意”，稍微靠近些，奶
奶就会举起颤抖的拳头， 让他们
走开。因为奶奶岁数大了，生活不
能自理，为了保持呼吸道的清洁，
防止感染加重， 宋秋辰和伙伴们
每4个小时就要为她做一次口腔

护理。奶奶躺在床上不能动，他们
隔一段时间就要帮她翻翻身、拍
拍背。 之后，和奶奶熟悉了，宋秋
辰才大着胆子问， 为什么一开始
那么不喜欢他们？ 奶奶红着眼圈
说，是因为不想把他们都传染了。

“躲在防护服里面的我，落泪
了， 我感觉这次来武汉， 真的值
了！ ”宋秋辰说。

下沉社区 金融街控股
职工全员参加志愿服务

疫情发生时， 除了奋战在武
汉的医护人员， 北京市各个岗位
上的职工也都在默默奉献着，抗
击疫情。 金融街街道京畿道社区
社工司燕荣是社区的老书记、老
主任。 2003年就曾经抗击过 “非
典”。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年三
十，刚进家们，还没来得及吃饭的
她，就被一个电话叫回了岗位。

“疫情刚发生时，需要核查人
员情况。 我负责两个单元，78户，

共183人。 这个小区属于学区房，
有三分之二是租户，又赶上过节，
想查清一户、一人的去向，有时需
要打四五十个电话。” 司燕荣说，
之后，她又开始在社区卡口值守。
“2、3月份，北京下了雪，户外特别
冷。 可我突然就想到了草原英雄
小姐妹———龙梅和玉荣。 我们那
个年代，是听她们的故事长大的，
她们的事迹一直激励着我。”

记者了解到， 司燕荣的奉献
精神， 也感染了女儿。 她的女儿
在北京上大学， 今年刚毕业。 因
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外地学生毕
业不能返校， 她就义无反顾地申
请回到学校 ， 协助老师整理档
案、 帮助同学邮寄行李。

疫情大考下， 这些闪光的个
人， 背后是更加耀眼的集体。 金
融街控股全体职工积极报名参加
志愿者工作 。 他们舍小家为大
家 ， 自2020年2月 14日至 7月 31
日， 有13个批次447名志愿者参
加了西城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尽职尽责 为抗疫复工
“输血供氧”

灯光师、调音师、化妆师……
录制现场虽然没有观众和舞台，
主办方的用心， 却让参与活动的
演讲者再一次感受到“专业”。

此前， 为了让演讲者在节目
录制中有更好的表现， 主办方还
邀请原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话
剧团团长王毅， 为所有演讲者进
行了一对一的专业培训。

“我参与过单位的党员活动，
大家觉得我的声音条件不错，才
被推选参加这次演讲的。 经过专
业老师的培训，咬字、发音、停顿，
甚至是情绪的处理都有了改观，
收获很大。 ”《隔空的抱抱》 演讲
者、中国建设银行职工王一博说。

此次录制的演讲视频将在西
城区融媒体中心新媒体平台、金
融街微平台、金融街商会、金融街
书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播出。

□本报记者 唐诗

石景山八角街道居民变身“种花达人”

8月10日， 第四届中国 “网
络文学+” 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京
召开。 记者获悉， 大会定于2020
年9月4日至6日， 在北京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
办， 届时将有经专家 进 行 多 轮
评 选 出 的 10部 优 秀 作 品 ， 在
闭 幕 式 上 进 行 推 荐 并 表 彰 ，
此 举 将 以 本 届 大 会 的 创 新 点
和亮点呈现。

据介绍， 本届大会以决胜全
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为工作主
线， 以 “价值引领、 精品孵化、
作家培育、 融合发展” 为重点，
通过主体活动和支撑活动两大板
块， 着力实现 “引导、 培育、 交
流、 展示、 发展、 宣传” 六大功
能， 推动网络文学精品创作、 行
业交流 、 产业发展等工作常态
化、 系统化、 制度化。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大会在
“优秀网络文学推荐活动” 环节
将选出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家、 作
品和优秀IP转化项目， 进行集中
推荐。 目前， 大会已经筹拍了冬
奥题材 《游刃》、 现实题材 《人

民医生》 等多部作品， 未来将至
少推出100部优秀网络文学短剧。

发布会现场， 著名作家马伯
庸作为 “优秀网络文学推荐活
动” 召集人， 以视频形式介绍了
优秀网络文学推荐活动的基本情
况。 他表示， 大会聚焦文学性、
艺术性的网络文学创作， 对选拔
出更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 发
掘 更 多 有 潜 力 的 网 络 文 学 作
家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也
必 将 对 未 来 网 络 文 学 的 创 作
产生深远影响。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中国 “网
络文学+” 大会与快手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 快手高级副总裁严强
表示 ， 快手将借此机会与中国
“网络文学+” 大会达成初步合
作战略意向， 以10部优质网文IP
的影视剧改编为起点， 未来一年
内共同探索开发百部优质网文
IP。 与大会合作， 共同探索出一
条网络文学和短视频平台合作的
成功路线， 打通从网文IP到短剧
的产业链， 共同实现网文IP内容
的沉淀性、 长效性。

为进一步美化小区环境， 引
导居民参与小区建设， 提高广大
群众爱绿护绿的意识， 连日来，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建钢南里社区
面向西院居民启动了 “绿地认
领” 活动， 尽管夏日炎炎， 但大
家参与的热情十分高涨， 涌现出
不少 “种花达人”。

“我们家楼层比较高， 只能
养一些盆栽花， 不过瘾。 现在认
领了一块绿地， 地儿虽然不大，
但和老街坊一起种花， 边种边聊
很开心。” 推出 “绿地认领” 活
动后， 社区里出了名的 “爱花人
士” 赵师傅第一个报名。 社区将
西院2号楼南侧小花园划分为大

小均等的11块小微绿地， 喜欢园
艺种植的居民可向社区申请认领
一片属于自己的绿地， 负责打理
花草、 铲除杂草、 垃圾清理、 虫
害治理、 修剪枝条等日常养护。

此外， 认领人还要与社区签
订《绿地认领承诺书》，明确认领
的权利与义务， 做到社区的绿地
花园有人管， 让花园的 “专属管
家”成为社区共建的先行者。 “这
是我们自己认领的绿地， 现在我
每天都抽空来看看， 做好日常养
护。作为社区的一员，看着绿地干
净整洁，心里也舒坦。 ”退休的刘
师傅每天会定时到绿地清理垃圾
落叶，防止种菜毁绿、破坏苗木。

□本报记者 白莹 通讯员 黄俐婧 彭丹 刘天一

昨天， 住在万寿路街道今日
家园社区的居民王女士， 清理出
了家里的床垫、 沙发等旧物， 面
对这些 “大家伙 ” 王女士犯了
愁。 这时候， 她想起了居委会曾
宣传过大件垃圾怎么处理， 便给
居委会打了电话。

居委会书记薛军晖接到电话
后说： “您这些旧东西， 属于大
件垃圾， 要送到专门的分拣中心
去处理。 我们这就联系物业给你
上门收运。” 不一会儿， 物业上
门将这些大件垃圾装车运走。

记者跟随居委会和物业的工
作人员来到小区的大件垃圾临时
存放点。 薛军晖向记者介绍说：
“大件垃圾会暂时存放在这里 ，
然后我们通过 ‘海淀E回收智能
云平台’ 提出申请， 网上预约大
件垃圾转运 ， 经系统后台上传
后， 由物业将大件垃圾统一送到
街道设立的大件垃圾中转站， 最
后再由区物资回收公司统一拉到

海淀区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中
心去处理。”

随后， 记者随车到达小区大
件垃圾临时存放点———街道大件
垃圾中转站。 记者看到， 中转站
分为两层， 上层办公， 下层分拣
作业， 极大地利用了有限空间资
源， 解决了场地小空间不足的难
题。 二层的控制室， 记者看到中
转站的工作人员正在电脑前审核
接单， 同时通过视频实时监控大
件垃圾的动态、 流向和作业的全
过程 。 中转站负责人介绍说 ：
“街道大件垃圾中转站暂存垃圾
库存、 新增等数据情况都可以在
系统平台查看， 当大件垃圾暂存
量饱和时系统会发出指令， 也可
由中转站工作人员提交申请， 经
审核后由区物资回收公司派车运
至海淀区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
中心进行终端处理。 街道大件垃
圾中转站的 ‘黑科技’， 让回收
工作变得更加智能。”

最后， 记者随着区物资回收
公司转运大件垃圾的全封闭厢式
货车， 前往终点站———海淀区再
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中心， 在这
里大件垃圾将被彻底分解处理。
至此， 大件垃圾完成了它的资源
化回收闭环之旅。

从居民家中， 到小区临时存
放点 ， 再到街道大件垃圾中转
站， 最后进入海淀区再生资源回
收分拣加工中心， 整个闭环作业
中， 街道协同社区居委会和物业
公司， 给居民提供的大件垃圾处
理 “一条龙” 服务。

万寿路街道垃圾分类专班
负责人张永乐介绍， 万寿路大
件低值再生资源回收中转站自
6月 中 旬 启 动 以 来 ， 有效地解
决了万寿路地区的大件、 低值和
有害垃圾 。 至今 ， 共转运床垫
362个 、 沙发 491个 、 玻璃 2.55
吨 、 织物 0.09吨 、 木头 1.77吨 、
有害垃圾0.82吨。

“大家伙”去哪了？
———探访海淀区万寿路大件垃圾转运站

□本报记者 孙艳

近日， 北京最早的涉外商圈
之一———丽都商街赶在北京消费
季“炫·彩生活月”启动之时焕新
开街， 为市民提供休闲消夏的好
去处。

丽都商圈拥有30多年历史，
随着城市发展， 该区域的公共空
间环境、道路停车系统、配套设施
亟待提升。一年前，朝阳将台地区
通过实施“党建引领+城市更新+
优化营商环境+精细治理+文化
赋能”的商圈共商共治新模式，启
动丽都片区环境提升及设施更新
项目，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本
市东部靓丽的国际商务生活区。

如今， 徜徉在刚刚完成升级
改造的丽都花园路，一步一景。将
台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丽都花
园路最大的改变就是对步道和绿
隔的调整。 拓宽后的步道上精心
设计了微型儿童游乐园、 水雾喷
泉等景点。 每隔数十米还开辟了
休息区， 有极具设计感的环形长
椅供游客休憩。

同样完成升级改造的丽都花
园北路则平添了文化味儿。 独具
丽都特色的墙面设计， 用艺术形
式把不同商业空间有机地串联在
一起。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规划，
该项目整体计划分为三期， 其中

一期建设主要包括丽都花园路、
丽都花园北路、 丽都文投环路这
三条商街的环境提升。如今，项目
正紧锣密鼓收尾， 将在年底前全
部完成。

今后，二期、三期工程也将陆
续实施。 二期工程主要着眼于打
通交通微循环， 通过规范道路空
间的标识系统、 打造停车诱导系
统、建设将台路和丽都花园南路、
巷道贯通工程，缓解地区拥堵。在
三期建设中， 则计划引入社会资
本建设专业影剧院、展览馆、文化
场馆建设及丽都花园、四得公园
的提升改造。

朝阳将台地区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本市东部国际商务生活区

丽都商圈升级改造后焕新开街
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9月将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