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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荣：
风雨无阻坚守27年的“城市美容师”

侯志云：
战“疫”中的“女1号”

杨艳秋：
坚守一线 时刻为打赢“特殊战役”护航

唐金凤：
铸就疫情防控钢铁堡垒 保一方百姓平安

高爱军：
“情润教育” 为每一个学生成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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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巾帼绽芳华 致敬劳动美
———2020年大兴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示（五）

■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

14年来， 她始终坚守在防控
一线，成功处置新冠肺炎、人感染
H7N9禽流感、狂犬病、流感、诺如
等数十起公共卫生事件。 疫情期
间，她放弃休息时间，经常连续24
小时坚守岗位， 加班加点梳理本
单位流程， 积极解答医疗机构防
控中的疑惑， 通过专业分析提供
专业防控建议， 引导相关部门科
学防控、强化宣教，保障大兴区防
控工作有序进行。 她就是北京市
大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
主管医师唐金凤。

2020年1月初，武汉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 区疾控中心积极部署
防控，组建流调队。作为区新冠肺
炎诊断专家组成员和疾控中心流
调组组长，唐金凤牵头梳理方案、
开展培训、储备物资，迅速提升流
调队业务技能和防控能力。

2020年1月上旬，大兴区疾控
中心接报一起武汉回京的家庭聚
集发热病情。凭着职业敏感性，唐
金凤怀疑这起疫情为新冠肺炎疫
情，经过诊断，该病例被确诊为本
市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警报拉响
后， 她带领流调队员第一时间开
展流调、溯源追踪、管理密切接触
者、开展病家消毒、健康宣教，有
效控制疫情在大兴区和北京市扩
散。

随着新冠肺炎输入病例逐渐
增多，防控形势愈发严峻，她放弃
休息时间， 经常连续24小时甚至
36小时坚守岗位， 加班梳理疾控
中心工作流程， 解答医疗机构防
控中的疑惑， 指导流调队员乃至
全区疾控队伍有序开展疫情防
控，使疫情处置工作高质量完成，
为政府提供科学有效的防控建

议。在她的带领下，疾控流调队员
用智慧和毅力顽强地打赢了一场
又一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2000年7月至今， 北京市大
兴区第二小学校长 、 党支部书
记， 高级教师高爱军先后在3个
农村校、 两个直属校任校长， 曾
获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 北京
市 “三八” 红旗奖章等荣誉。 她
确定了 “情润教育” 的办学思路
和特色发展之路， 在她带领下，
教学工作发展势头良好， 学校先
后获得区级以上集体荣誉200余
项， 教师、 学生获奖2000余项。

2015年7月， 高爱军来到大
兴区第二小学任校长。 上任第一
件事， 她带领全校师生对学校的
教育思想进行了回顾与梳理， 认
为既要继承也要发展 ， 确定了
“情润教育” 的办学思路和特色
发展之路。

工作中， 高爱军提出了党建
工作要 “树五情”。 学校党总支
务必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总要
求， 从抓基础、 抓源头、 抓示范
入手， 从而构建起学校党建工作
“一线五情十规范” 的工作格局。

此外， 高爱军十分注重德育
工作， 她提出德育工作要 “立三
情”， 通过细化学校德育课程体
系，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在国家
出台了关于劳动教育的育人方案
以后， 她又提出并指导德育部门
在德育目标中对劳动教育重新修
改完善。 2019年4月学校还成立
灵润班主任工作坊， 按主题开展

活动。
同时， 高爱军提出， 必须系

统梳理学校课程体系， 聚焦课堂
质量。 她认为， 课堂改变， 学校
就会改变。 她带领团队研究课程
教材， 改进课堂教学， 大力推进
学科改革 。 为了让每位教师更
快、 更有效地了解教材、 运用教
材， 她带领教学部门组织全体语
文教师参加 各 种培训学习 。 实
践中， 学校还依托 “张艳清名师
工作室” “大兴二小教师发展学
会” 及区教研员老师的指导， 深
入课堂及各项教学改革中， 做到
全覆盖、 真落实， 切实提高教师
的教学水平。

在大兴区人民医院工作了25
年的杨艳秋， 从一名初来时急诊
科的小护士， 如今已成长为独当
一面的科室带头人 。 她先后 担
任急诊科护士 、 护理部教学干
事、 院团委书记、 宣教科主任、
院感科主任兼社工部主任等职
务， 现任院感科兼疾控科主任。

2003年， 杨艳秋主动请缨 ，
参与救治及护理了70余例 “非
典” 病人及发热病人， 被评为首
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
人 。 2020年 ， 她又一次冲锋一
线， 修订 “新冠” 防控预案， 指
挥密切接触者转科、 转运， 制定
消毒隔离措施 ， 协调专家组会
诊。

2020年春节， 大兴区出现新
冠疫情病例， 医院紧急部署疫情
防控 ， 杨艳秋所管理的两个科
室———院感科和疾控科成为了疫
情防控的前线。 她以多年从事院
感防控工作的经验， 早早就意识
到疫情的严峻形势并做好了未雨
绸缪的规划， 同时联合医务科制
定 “新冠” 防控预案， 后结合疫
情发展态势不断更新修订。

1月23日， 战 “疫” 打响了，
一个接一个发热病人不断被送入
医院。 杨艳秋在发热门诊指挥医
务人员规范接诊流程； 培训发热

门诊医务人员防护要求； 指挥转
科、 转运7名密切接触者到感染
内科； 连夜参与新建发热排查门
诊； 规划 “新冠” 核酸检测送检
流程； 协调专家组会诊； 设计定
点收治医院建筑及感染防控流
程； 现场疏导医务人员心理； 后
半夜学习 “新冠” 文件规范……
那段时间， 杨艳秋始终坚守在防
控一线 ， 发挥着本单位 “强心
剂” 和 “定心丸” 的作用， 进行
各种调整， 应对各种需求， 制定
各项规范， 时刻为打赢这场 “特
殊战役” 护航。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急诊
党支部书记、 感染内科医师、 主
任医师侯志云， 从事一线临床工
作 28 年 ， 曾 先 后 参 与 2003 年
SARS、 2009年禽流感等疫情一
线救治工作。 自2015年10月担任
感染内科主任以来， 接管发热门
诊， 并兼顾肠道门诊、 肝病门诊
管理， 每年收治发热待查、 肝衰
竭、 呼吸道传染病等病例350余
例。 多年来， 她带领科室人员共
同积极应对 ， 圆满完成诊治任
务。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发，侯
志云带领科室上演 “疫情阻击
战”，而她是名副其实的“女1号”。
每日疫情不断传来，会议、报表、
传染病上报、监控数据、病人病情
分析……从接到疫情进入应急状
态，她一周没离开医院，每天仅能

睡2-3小时， 但是她仍然有问必
答，随时了解一线情况、了解感染
内科的运行， 以及疫情、 诊疗方
案，这样她心里才能踏实。

疫情发生以来， 发热预检分
诊的患者骤然增多。 侯志云每天
都到发热门诊查看诊疗情况， 了
解住院患者的体温变化、 饮食情
况、 生命体征及心理变化等， 查
看患者的血常规检查 、 血气分
析、 肝肾功能、 肺部CT等检查
结果， 根据病情随时调整治疗方
案。

疫情期间， 侯志云几乎断绝
了与亲戚朋友的联系， “不是不
想联系， 是没时间， 也顾不上。”
侯志云说。

侯志云的父母年事已高， 虽
然非常惦记女儿， 但怕影响女儿
的工作， 都不敢给她打电话。 侯

志云说： “家人很理解， 他们的
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使我没
有后顾之忧。”

绑过扫帚、 做过雪铲， 雨天
防汛、 雪天扫雪……今年是北京
市大兴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清扫
三队副队长高美荣在环卫战线工
作的第27个年头， 从班长 “扫”
成了段长， 从段长 “扫” 成了队
长， 身份变了， 但每天4点起床
的习惯始终不变。

在一线清扫了16年马路的高
美荣，2010年成为清扫二队的段
长，虽然不用每天在路段上清扫，
但肩上扛起了不一样的责任———
路段的保洁检查、 人员的沟通管
理、职工情绪疏导。 她每天依然4
点起床，5点去路段检查， 晚上还
要查晚班， 特殊天气更是要调度
人员与职工一起奋战一线。

如遇到突击性任务时， 高美
荣会亲自带领职工一起干。 秋季

扫落叶、 冬季铲冰扫雪， 以雪为
令全员上岗， 一干就是一天， 虽
然身上衣服湿透了， 脚上的袜子
和鞋冻在一起， 但看到路面恢复
了本色， 她的心里暖暖的。 在历
次首环办、 环协与各级领导的卫
生大检查中， 都圆满的完成了清
扫保洁工作。

2018年7月， 清扫三队成立
之初， 高美荣协助队长工作， 当
时人员不够， 而且保洁员的业务
水平参差不齐， 她每天手把手教
大家如何绑扫帚 ， 如何正确 使
用清扫工具。 在接手的路段， 有
些较偏僻的地方 ， 长期无人清
理 ， 她与队长及其他清扫能 手
组成了突击队， 每天对路段进行
突击清理， 经过20天的奋斗， 所
有路段均已清理干净。 凭借着实

干， 她在平凡岗位上展现了不平
凡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