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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记密云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夏志田

让书香浸润孩子们的童年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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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干应急工作， 自己就应该
先 ‘急’ 起来。” 一边接受记者
的采访， 一边见缝插针部署安排
着工作。 眼前这个思路清晰、 做
事雷厉风行的人就是密云区应急
管理局副局长夏志田， 2019年4
月， 他从密云区地震局划调到区
应急局， 主管森林防灭火和地震
工作。 说他是 “森林防灭火机构
改革中的排头兵”， 一点都不假，
在改革中胜任新岗位， 在 “新起
点” 上积极作为， 完善制度、 协
调管理、 锻炼队伍……在扎实做
好森林消防工作的同时， 守护好
密云的绿水青山。

任职森林消防新兵
两月形成周密工作方案

根据密云区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的要求， 夏志田从地震局调至
应急局工作， 上任便要承担诸多
改革工作。 而每年11月1日到来
年5月31日是防火期， 面对是森
林防灭火机构改革后的第一森防
期， 首先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如
何确保机构改后全区森林防灭火
工作的有序开展， 顺畅衔接。

面对新形势和几乎完全陌生
的工作内容， 作为森林消防 “新
兵 ” 的夏志田随即开启了近乎
“开挂” 的工作节奏。 “一边学
习了解森林消防工作， 一边在工
作中展开调研， 走访基层乡镇扑
火队和区级相关部门， 用最快的
速度熟悉工作和进入状态。” 夏
志田告诉记者。 那段时间， 他不
仅要恶补各种森林防灭火知识和
政策法规， 积极协调市、 区相关
单位和部门， 同时向其他协调议
事机构进行借鉴学习， 跑遍了区
应急办、 区园林绿化局、 区气象
局、 区财政局、 区文旅局和全区
各镇街 （地区） 等单位和部门，
没白天没黑夜的想办法 、 找材
料。

最终， 在区领导和局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 在全体工作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 仅仅在密云区森林
防灭火机构改革后不到两个月，

便形成了密云区森林防灭火工作
整体方案， 成立了密云区森林防
灭火指挥部， 同时下设5个分指，
进一步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
和工作要求， 实现了森林防灭火
工作的顺畅衔接。

“密云区森林防灭火工作整
体方案的形成， 细化了很多工作
内容 ， 从如何协调全区灭火工
作 ， 到具体隐患排查和治理工
作， 再到如何开展队伍建设问题
……该工作方案为密云区森林防
灭火工作开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
基础， 更有益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和落地。” 夏志田笑着说， “所
谓 ‘干一行爱一行’， 就是要努

力做好本职工作。”

演习集训磨练队伍
实战30分钟完胜“山火”

说起森林消防， 浮现在人脑
海里的， 不仅有对水火无情的敬
畏，更有对“逆行者”的敬佩。 “建
设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 我们才
能在逆行中战胜火情， 才能称得
上是‘森林守护者’。 ”夏志田说。
为了确保机构改革后全区各级森
林防灭火机构和各级森林消防力
量工作衔接配合更为紧密、 森林
防灭火工作不断档，今年进入3月
以来，他便带领着2名工作人员加

班加点赶制出了 《密云区2020年
森林消防队伍实战演练方案》。

期间， 夏志田带领工作人员
基本每天加班到深夜， 有时就直
接在单位过夜。 由于当时区森防
办办公环境十分困难 ， 要人没
人、 要地没地， 4个人挤在不足
20平方米的屋子里， 屋子里除了
3张办公桌外， 还摆放着两张床，
显得办公条件十分局促， 很多时
候夏志田就坐在床上拿着材料边
看边改。

为了演练更加贴近实战， 取
得预期效果， 夏志田先后6次去
演练现场进行实地考察， 对演练
地点、 队伍集结、 各单位职责等
问题逐一进行确认。 同时组织相
关单位和领导召开专题会议5次，
进一步捋顺和优化演练流程， 让
演练真正的发挥实际作用， 而不
是走过场。 经过连夜奋战、 精心
准备， 最终确定了演练采取不下
达方案 、 不进行彩排 、 不打招
呼、 直奔现场的方式进行， 直接
模拟某地发生森林火情， 调动全
区各相关单位和森林消防队伍进
行应急处置 ， 突出演练的实战
性、 真实性， 这种方式在密云尚
属首次。

3月29日和3月30日， 密云区
分两次对全区各相关部门和森林
消防队伍进行实战演练， 涉及全
区30余个单位，24支森林消防队
伍，800余人次， 演练期间启用了
直升机吊桶灭火、 无人机侦查配
合、指挥车协同指挥等流程，真正
检验了各相关单位和各级森林消
防队伍快速集结，协同配合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演习后的第
二天， 密云区便有一地区发生了
森林火情， 而此次火情从接警到
完全扑灭， 仅仅用了30多分钟。
“那天夜里10点多， 接警后我便
紧急赶往现场， 路上直接协调组
织各级森林消防队伍进行应急处
置， 基本按照演练流程进行处置
的。” 夏志田说， 在发生森林火
情时以镇级森林消防中队早期处
理、 区级森林消防大队和区消防
救援支队为骨干、 机动支队驻密

分队为主力的四级森林消防体系
下， 该火情很快被扑灭， 不仅检
验了此前工作方案和演习的成
果， 更锻炼了密云森林消防这支
能打胜仗的钢铁队伍。

紧抓“战时”思想意识
让守护者责任深入人心

做事努力的样子总是充满热
情与朝气。 在应急工作岗位上工
作一年多时间， 夏志田依旧保持
着 “新兵 ” 的谦虚与努力 。 他
说： “面对未知的火警和我们努
力守护的生态环境， 时刻保持紧
张的 ‘战时’ 状态， 才是干应急
工作该有的常规状态。”

为让 “守护者” 责任深入人
心， 针对区森林消防大队靠前驻
防地点多， 管理训练较为不便的
现状， 他积极协调制定了区森林
消防大队日常训练、检查、培训计
划并跟进落实，提高队伍战斗力。
同时积极协调市应急局宣教中
心、区融媒体中心、各镇街（地区）
和有林木的单位等部门， 全面加
强森林防灭火宣传力度。期间，夏
志田协调制作了“北京您早”相关
节目、 森林消防员的一天等宣教
视频， 同期全区累计宣传400余
次，悬挂宣传横幅1万余条，切实
做到了标语挂了起来、 广播响了
起来、屏幕亮了起来、新闻播了起
来， 在全区范围形成了浓郁的群
防群治的森林防灭火气氛。

消防消防，“防”才是重点。夏
志田表示， 在切实做好森林防灭
火各项工作的过程中， 他将重点
落实好“分清责、讲好法、管住火、
看住人、护住林、带好队、管住事、
查到位、站好岗”的27字上，向着
“无火情，无火灾，无人伤亡”的工
作目标而努力。

进入新一年度的防火期，夏
志田和他的同事们正怀揣一颗初
心，坚守一份承诺，用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 用尽善尽美的执着精
神， 为打造机构改革后密云森林
防灭火新的体系和守护密云的森
林资源默默贡献力量。

“老师， 我想幼儿园的小书
窝了。”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孩子们的正常生活， 不能上幼儿
园， 不能看到老师和小朋友， 闷
闷不乐的乐乐在线上说出思念，
让大家更加难过。 隔着屏幕， 孩
子们沮丧的表情依然醒目， 北京
市六一幼儿院教研组长张晶不禁
动起了脑筋。

让孩子们念念不忘的小书
窝， 是六一幼儿院每年4月推出
的 “书香润童年， 阅读伴成长”
品牌活动的一件重要道具。 孩子
们会和老师在幼儿园的各个角落
一起搭建小书窝， 每个书窝都千
姿百态。 搭好后， 幼儿可以和老
师、 小朋友在书窝里相伴阅读，
聆听厨师、 保健医生、 保安等教
职工和家长讲故事， 有时大班的
哥哥姐姐也自发来为弟弟妹妹讲
故事。

孩子是一个个鲜活、 立体的
生命。 在六一幼儿院工作的23年
里 ， 受到曹雪梅院长 “爱在四
季” 办院理念的影响， 张晶形成
了 “教育要尊重生命， 以儿童为
本， 尊重儿童， 尊重教育” 的育
人观。 作为幼儿活动的支持者、
引导者和参与者 ， 她欣慰地看
到， 建造并享受书窝， 让孩子们
锻炼了动手能力， 发展了解决问
题能力， 提高了阅读兴趣， 好习
惯从活动中自然形成。

来不了幼儿园， 是不是就错
过今年的阅读月呢？ 疫情防控期
间 ， 张晶和孩子们经常在云端
“相见”， 教育没有因疫情缺位，
而是透过屏幕， 继续润物无声地
引导孩子们变得更好。

在又一次线上联系时， 孩子
们共同回忆了幼儿园的美好生
活 ， 乐乐突然掉下眼泪 ， “老

师 ， 我想幼儿园的小书窝了 ”，
平平也说想在小书窝里看书， 怎
么办？

仔细倾听他们的心里话后，
张晶鼓励孩子们自己想办法。 轩
轩突发奇想， 提出要把幼儿园的
小 书 窝 搬 回 家 ， 得 到 全 班 小
朋 友 的响应 。 她为孩子们敢于
提 想 法 而 高 兴 ， 支 持 他 们 在
家 中 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书
窝， 并在家长产生疑惑时耐心地
和他们分析、 解释， 建议家长相
信孩子， 给孩子思索行动的时间
和空间。

于是， 每个孩子都在家里忙
碌开， 动手能力出乎家长们的想
象。 书窝一个个搭好后， 出现新
的问题， 如何把家里铺天盖地的
书归类放进去呢？ 张晶组织了一
次 “话说小书窝” 的线上讨论，
继续支持他们自己寻找解决办

法。 在孩子们想不出点子时， 她
适时提到幼儿园的书是怎么整理
的， 孩子们一下子恍然大悟： 有
的想到把字多的书放一拨， 图多
的书放另一拨； 有的按照书的厚
度和内容分类； 还有的按照喜爱
程度区分……孩子们相互启发 ，
都找到了图书整理的好办法， 觉
得自己特别棒。

“在搭建小书窝的过程里 ，
孩子们不断地看见自己的努力和
价 值 ， 我 对 教 育 也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理解———师长的倾听 、 尊
重 、 相 信 、 等 待 、 支 持 、 肯
定 ， 都会成为教育的力量 ， 让
幼 儿 看 见 自 己 。 ” 在 9月 举 行
的 北 京市第二届大中小幼教师
同台讲述育人故事活动上， 她把
这个故事讲给台下同行， 得到全
场的认可， 获得专业一等奖和育
人特色奖。

———记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教研组长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