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续当好“小蜜蜂”
把日子过得更甜美

中通快递员

孙建民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我来北京已经五六年了， 说得好听点， 就是我
在北京已经走过了 “十三五”， 就要迈进 “十四五”
了， 未来的五年， 我会继续做一名 “小蜜蜂”， 每日
穿梭在大街小巷， 用一个个快递传递一份份爱心，
努力把生活过得更红火。

我是河北沧州人， 有两个孩子， 大的9岁， 小的
5岁， 他们现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我跟媳
妇在北京工作。 平时我跟媳妇也是各忙各的， 一年
也回不了几次家， 回去一次还不够路费的呢。 我老
家还算比较近的， 有的离家远一点的同事， 长年不
回家。 来北京这几年， 我一直做快递员 。 说实话，
当快递员是很辛苦的， 每天都是风里来雨里去， 吃
饭也没点， 夏天顶着大太阳， 冬天更难受， 寒风凛
冽， 尤其最近， 白天最高温度也只有零下五六摄氏
度， 我和同事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每年 “双十一”
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整个就是一个爆仓的
状态。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拉货、 送货， 一直到晚上
九十点钟， 之后我们还会点货之类的工作， 回到住
处就十二点了。 2020年还稍微好一点 ， “双十一 ”
从11月1日就开始了， 慢慢持续到11月11日， 我们整
体的送货量与往年相比没多太多。

虽然当快递员很辛苦， 但反过来一想， 辛苦点
也没什么， 这是我的工作， 而且收快递是一件高兴
的事。 当看到收件人收到东西时脸上的笑容， 我心
里也就很开心了。

2020年年初， 疫情突发， 当时我正在老家过年。
每年也只有过年时在家歇几天， 陪陪孩子， 谁知道
突发了疫情。 一时间， 人心惶惶， 随着各地确诊人
数越来越多， 我当时也是很紧张。 那段时间， 是我
在家呆的最长时间。 后来， 在一批批医护人员的逆
行之下， 在一个个有力的措施下， 疫情慢慢得到了
控制， 我们公司也慢慢复工了， 我也就出来继续工
作了。 这次重新返岗， 给我感受很深， 更加珍惜这
个工作岗位了。

糟心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 希望2021年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 对我来说， 今后， 我希望能够多送点
单， 多挣点钱， 把日子过好了。 现在孩子慢慢长大
了， 父母也慢慢老了， 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 我跟
媳妇会选择回去， 过好日子， 多陪陪孩子跟老人。

主打“文化+科技”
建材市场华丽转身

伊莎文心广场项目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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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铭 文/摄

我是北京文投集团旗下负责伊莎文心广场项目
的总经理。 回顾过去5年， 最让我有所触动的就是亲
历见证了北京四惠建材批发市场改造转变为伊莎文
心广场产业园区项目。

四惠建材批发市场原来是由一排排简易棚房形
成的， 每天一开市， 这里就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
附近的交通也变得拥堵……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推
进， 这种建材产业已不再符合首都定位， 于是四惠
建材批发市场于2015年底闭市 。 建材产业退出后 ，
园区究竟如何定位？ 原建材城业主东方盛泽集团邀
请北京文投集团旗下的文投乐工场来给园区当 “管
家”。 曾经的购物大楼也开始了改造： 主楼广告牌遮
挡部分及石材外墙被拆除， 改成了更具现代办公气
息的落地玻璃窗； 商场原来的12部扶梯拆除改成了
观光电梯； 6万平方米的室外空间进行了大面积绿化
以及停车场建设……

到2018年， 园区完成了从低端业态的建材市场，
到上市公司、 独角兽相继落户的文化科技融合园区，
原四惠建材批发市场华丽转身成为主打 “文化+科
技” 产业聚集的伊莎文心广场。 截至目前， 已有多
家文化、 科技类企业落户， 例如数字营销领军企业
科达股份及其旗下8大营销品牌、 办公自动化领域全
国唯一一家主板上市公司泛微科技、 猎豹移动孵化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品牌猎户星空、 全国孕婴童电
商平台乐友国际集团、 人保金服旗下汽车后服务市
场独角兽企业邦邦汽服、 资深制片人许一顶创立的
电影制作公司开画影业……园区在短短3年间， 从旧
空间零售业态到新空间文化科技融合高端业态的转
变， 实现乡集体经济的产业升级。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如今的伊莎文心广场也
转变了运营重心， 从园区改造升级 、 到产业招商 ，
再到现在的综合服务， 每一步我都用心去做， 例如
公司积极搭建的文化企业交流平台 “文心会客厅”、
企业高管对接平台 “文心私董会”、 文化企业员工互
动平台 “文心社区” 等，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组
织活动， 还有聚焦文化专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的活
动品牌 “文心青年录” 等。 以后， 我们还会持续提
供包括空间、 投融资、 政策解读、 宣传推广、 项目
对接及园区合作在内的六大品类服务。

为救治更多患者
多尽一份力量

北京瑶医院院长

覃迅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瑶医药是中华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覃氏
瑶医作为瑶医药的杰出代表， 已传承15代， 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自1985年在大庆创建第一家北
方瑶医医院始， 先后在全国建立了多家瑶医医疗机
构 ， 创新提出 “瑶医减法生态医学模式 ” 理论和
“八位一体” 诊疗方案， 在临床实践中， 为众多重大
疾病患者解除了痛苦， 延长了生命， 其中目诊成为
瑶医特色的绿色诊断手段， 受到患者信任和国内外
医学界的关注。

2020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 中医药彰显了独特优势。 我们北
京瑶医 医 院 援 鄂 医疗队作为首支民 族医疗队，
在我的带领下， 在武汉一线共奋战了49天， 共治愈
新冠患者380名， 其中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治愈152
名新冠患者， 启用远程会诊 228名新冠患者 ； 治
疗疑似患者2000名， 并为 5万多人免 费提供瑶山
清瘟饮预防药品 ， 实现病人零病亡， 医护零感染的
佳绩。

此外， 我研发的 “瑶山清瘟解毒颗粒” 也被北
京市药监局批准为抗击新冠制剂药 。 瑶医团 队
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出一份力 ， 让我感觉很
自豪 。

我们北京瑶医医院在2015年启动了 “掌握不得
癌症的智慧” 全国公益大讲堂； 2016年启动中国十
大抗癌英雄评选， 国际瑶医药·传统医学学术大会等
公益抗癌项目及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目前已经连
续举办四届； 2017年与广西恭城县委、 县政府联合
打造 “恭城无癌县” 工程等全国性公益抗癌项目 ，
宣讲导引抗癌理念， 用手中的医学知识服务人们 ，
救死扶伤。 疗效为王， 慈善为本。 时间证明， 公益、
学术、 科研、 教学是北京瑶医医院真正的核心竞
争力。

未来5年， 我们将继续突出医疗特色 ， 提升能
力， 推动瑶医民族品牌发展， 让瑶医为更多患者带
去希望。 我们会不断创新， 形成以祖传瑶医瑶药与
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扩大特
色医疗服务， 成为集医疗、 科研、 教学、 健康为一
体的民族特色医院 ， 为救治更多的患者尽一份
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