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收到区总工会给正在封闭管理
的群众和职工送来的慰问品， 得抓紧发下
去。” 顺义区空港街道总工会的专职工会
工作者刘芳， 一边忙着清点物资， 一边盘
算着慰问品发放计划， “这是一批速冻水
饺和汤圆， 正好赶上元旦过节， 得让大家
吃上热乎的饺子。”

空港街道是此次顺义区局部新冠肺炎
聚集性疫情首个无症状感染者所在地区。
街道立即拉响疫情防控警报， 顺义全区进
入战时状态。“街道社区各级领导干部、工
作者，还有工会工作者，第一时间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来。”刘芳介绍，空港街道总
工会主席、 副主席等领导更是听从组织安

排下社区，指导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而作为街道工会工作者的刘芳， 积极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通过线上公众号宣传
的方式， 引导辖区广大职工和居民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则是她能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12月26日、 27日那两天， 街道对辖
区全体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我也成为了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 。” 刘芳告诉记者 ，
收到领导通知要去社区协助医务工作者对
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 她二话没说就投身
“战斗”。 穿上厚重的防护服， 站在忙碌的
医务工作者旁边， 从早上8点半开始， 一
直到下午三点半才结束， 中途只是跟同事
交替着去吃饭。

“防护服很厚重， 但依旧很冷， 我们
在一个大仓库里进行核酸检测样品采集，
条件也是异常艰苦。” 刘芳回忆起当天的
情形 ， 依然历历在目 ， 指导居民扫码登
记， 协助医护工作者进行采样。

接收到顺义区总工会的慰问物资， 空
港街道总工会的慰问物资采买工作也几乎
完成了。 “2020年年初的疫情防控工作给
现在的我们留下了很多工作经验， 我们知
道， 现在坚守在社区一线开展防控工作的
人员需要什么。” 刘芳说， 在慰问物资采
买之前， 他们也曾电话询问了一线工作者
的需求， 并根据基层需求， 订制了详细的
采买计划和慰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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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年的钟声如期敲响了。 今年的元旦假期非同往常， 市民在欢乐喜庆之时， 防控疫情的弦儿一刻也没
有放松。 在京城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为了保障节日期间市民平安过节， 安全出行， 从而放弃了休息， 默默在岗
位上坚守， 坚持守好新年第一班岗， 用辛勤行动诠释着劳动之美， 用默默奉献书写着普通人的光辉……

“只要手机一响，不管是电话铃声还是
微信震动，我都得看看是不是工作。”这位
把电话铃声和微信震动声当“号令”的医生
名叫陈希胜， 他是顺义区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而现
在， 作为顺义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
组长，元旦期间，他正积极参与全区疫情防
控工作，用专业的医学知识果敢判断，奋战
在顺义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在打仗。时间
紧，任务重，每名医护工作者都像是‘钢铁
战士’， 一点都不敢放松。” 陈希胜在紧张
值守的同时， 利用全部的零散时间为一线

医护工作者做培训， 并凭借多年的工作经
验和2020年疫情防控经验， 手把手示范指
导操作技术。

“当下，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
很多疾病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 如何
科学准确的甄别和判断病例， 就是我们门
诊大夫把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关口。”陈
希胜说，不久前的一天，一位90岁的肺炎病
人被家属送达顺义区医院，经过初诊，陈希
胜就已经完成了病情判断， 于是带领医护
工作者们一边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一边对
病人展开抢救。随着抢救完成，核酸检测结
果呈阴性的报告，也让大家放下心来。

2020年初， 顺义区就成立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专家组，工作制度延续至今，面对
顺义区局部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 专家组
虽然深知责任重大，气氛紧张，但工作却依
旧有条不紊。但与此同时，正常的诊疗工作
还在进行， 每天清晨五六点钟， 就赶往医
院，晚上九十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即便如此，陈希胜依旧干劲十足。门诊、病
房，到处都是他忙碌的身影。

陈希胜说：“一线医生争分夺秒的排
查 ，专家组成员紧张有序地甄别 ，要让
顺义区没有一例误诊或漏诊的病例， 这就
是我们要交给人民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顺义区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陈希胜：

顺义区空港街道总工会专职工会工作者刘芳：

进入战时状态，当好防控一线背后的“娘家人”

来电讯息即是“号令”，给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留观室护士长张燕：

深夜守护，逐一检查患者生命体征
2021年1月1日凌晨， 护士长张燕小心

翼翼地走进留观室， 逐一检查患者的生命
体征，并详细记录情况。张燕是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留观室护士
长， 她在急诊工作了12年。“记不清今年是
我在病房里跨的第几年了。” 回到休息室，
看到墙上的钟表指针指向0:15， 此刻她只
能在心里给家中的父母送上了新年祝福。

对于急诊科医护人员而言， 繁忙是元
旦节的工作常态， 坚守岗位也早已习以为
常。“今年元旦与往年不同， 本市的新冠肺
炎疫情呈多点散发零星病例和局部聚集疫
情交织形态。 这就给我们急诊科带来了很

多新的严峻挑战。” 该院急诊科党支部书
记、主任医师孙雪莲元旦当天当班。按照院
里的防控要求，科室早已做好了应急预案，
但孙雪莲仍不会掉以轻心， 嘱咐当班的医
护人员，严格把控，绝不错筛漏筛一人。

“14天内，您是否去过××地？”“是否有
过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这样的问
话，分诊台的护士需要戴着N95口罩，不停
地对每一位就诊患者询问。 张燕说：“别看
就这么几句话，护士要在1分钟内，按照预
检筛查制度完成流行病学史的筛查， 强度
可想而知。所以，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历
练’，我们的肺活量都变大了。”采访时，记

者也戴着N95口罩，接连几个回合的交谈，
已经让记者喘不过气来， 只得侧身提一提
口罩，缓一缓气，喝一口水。可这样的操作，
对于分诊台的护士来说，简直是奢侈，更别
说喝口水了。从早上7点上班到中午午休吃
饭，中间一口水不喝，一次卫生间不去的情
况，在分诊台的护士身上经常发生。

“多亏了护士‘穷追不舍’的询问，才能
把流行病学的疑点问出来， 才能把住急诊
预检分诊的第一道防线。” 张燕佩服地说
道，通过医护人员“火眼金睛”筛查出发热
或可疑的患者， 然后将之护送到发热门诊
筛查，做到零漏筛。

顺丰速运快递员殷绍银：

节日送快递的确很辛苦，但也有成就感
元旦早上6点， 零下10度， 寒风打在

脸上， 刀割一般的疼， 顺丰快递员殷绍银
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出发了， 虽然他穿了
厚厚的衣服， 戴了厚手套， 但逼人的寒气
还是让他不禁小声嘀咕着： “真冷啊！”

今年31岁的殷绍银送快递已经10余
年， 他老家在山东泰安。 今年， 他就只有
中秋节回了老家几天 ， 那几天 ， 他的妻
子、 儿子、 父亲都非常高兴， 一家人热热
闹闹吃了团圆饭， 每每送快递很辛苦时，
想想他的家人， 他就有了无限动力。

半个小时后， 殷绍银到了快递站点，
开始分拣一天的快递， 并进行装车， 等将
当天要送的快递装车后， 他利用十几分钟

时间匆匆吃了早饭， 一如往常， 他的早餐
是包子与粥。

上午8点， 殷绍银就开着电动车到了
朝阳公园附近的商区， 开始送快递， 他负
责的区域都是商户， 有餐饮、 房地产、 金
融 ， 还有零售业等 ， 当天有一个大件快
递， 顾客特意打电话告诉他很急， 希望他
优先配送， 殷绍银答应了。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 他们从外地
订了几百个奖牌， 有几十公斤重， 元旦上
午他们有一个活动， 在这个活动上要发奖
牌。 我想着这个很重要， 就抓紧给他们先
送， 在9点送到了！ 看他们公司工作人员
都很忙碌， 我又赶紧帮忙拆包装、 码放整

齐奖牌， 幸亏没耽误。” 殷绍银的贴心和
及时送达， 让这家房地产的工作人员都非
常感激， 听到他们一个劲儿说着谢谢， 殷
绍银说不出来的高兴。 一路上紧赶慢赶的
疲惫也一扫而空。

元旦的快递比平时多了些， 一直到中
午1点半，殷绍银才找了家小面馆吃上了热
汤面， 这是他的午餐，“每天中午就在附近
的小餐馆，凑合吃点。”殷绍银笑着说。

中午吃过饭， 殷绍银又开始了下午的
忙碌， “要尽快、 准确无误将快递送到顾
客手上， 这是我们快递员的工作职责， 天
气虽然寒冷了些， 不过忙碌起来， 就感觉
不到了。” 殷绍银说。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