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请排好队 ， 按顺序和
‘冰墩墩’ 合影！” “可以过来这边
签名支持冬奥哦！” ……2月6日上
午， 在紫竹院公园东门外的城市志
愿 者 服 务 站 点 ， 台 湾 青 年 冬 奥
城 市 志愿者服务队召集人 、 北京
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陈文成正忙着
维持现场照相秩序， 引导游客参与
互动， 他不停地喊话， 却顾不上喝
一口水。

“你是不是前两天报纸上宣传
的那个来自台湾的青年？” “我就
是哦！” “哎呀， 我们前两年去台
湾旅游过， 很喜欢那里。 你们志愿
者的服务很棒！” ……陈文成曾作
为海淀冬奥城市志愿者代表， 参加
过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办的专题发
布会 ， 两 个 阿 姨 看 过 新 闻 报 道
认出了他， 热情地拉着他攀谈起
来， 他趁势向她们介绍北京冬奥会
的相关知识， 过了两三分钟， 她们
才想起逛公园的 “正事”， 挥手向
他告别。

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
队包括10位在京台湾青年和台湾学
生， 从1月25日起到冬残奥会结束，
主要在紫竹院公园东门外开展志愿
服务。 由于志愿服务站毗邻首都体
育馆， 他们设计了很多特色互动项
目， 包括有奖知识竞猜、 冬奥祝福
墙签名 、 学说闽南话为冬奥加油
等 ， 帮助过往市民和游客认识冬
奥， 认识台湾， 了解中华文化。

2008年， 在大学读书的陈文成
不能亲身参与服务北京奥运会， 只

能从电视中了解赛事消息， 2008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 。 之后 ， 他积极争取
两岸青年交流机会， 又来京实地参
观了鸟巢、 水立方， 北京乃至大陆
的发展让他惊叹， 他决定来京继续
深造， 最终从北京大学体育产业专
业博士毕业， 并留京工作。

“选择留京有两个契机， 一个
是我在北京读书时认识了现在的妻
子， 她一直陪伴我， 我们爱情长跑
7年领的证， 很不容易； 一个是大
陆的体育产业发展势头很猛， 在这
里我会有更大的展示舞台。” 对于
定居大陆的选择， 陈文成至今都非

常坚定。
在台湾的家人刚开始不认同他

独自一人在外打拼， 但后来看到他
发展得很好， 都逐渐转变了观念，
去年还支持他在京贷款买房。 由于
疫情， 陈文成已经三年没回过台湾
彰化老家，今年春节，他从在京台商
那里买到姜母鸭、台式香肠、三杯鸡
等纯正的家乡菜，一解思乡之苦，也
让家人放心，“大陆的物品充足， 什
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买得到。”

得知北京冬奥会招募志愿者的
消息， 从小就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
陈文成马上报了名， 今年春节还放
弃休息组织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

因为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中，
他的想法很简单： 做有意义的事，
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在这次冬奥志愿服务中， 他劳
心劳力， 还自掏腰包购买了1700余
张明信片， 发放给参加有奖互动的
群众， 他的目标就是让冬奥城市志
愿服务站成为奥运文化与中华文化
的展示窗口、 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
交流窗口和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播窗
口。

在京工作四年多的台湾青年萧
家曜是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 他用
“踏 实 、 负 责 ” 来 形 容 陈 文 成 ，
“所有的活动都由文成哥去协调 ，
具体内容我来策划 ， 我们合作无
间， 都想把这件事做好。”

来往群众对这个站点的支持逐
渐加大， 从最初志愿者邀请大家参
与活动， 到后面几天群众主动过来
互动 ， 站点变成冬奥热门 “打卡
地”， 给了他们巨大的信心和动力。

陈文成还对后冬奥周期乃至两
岸体育交流进行了规划。 他借助台
湾青年体育教育文化交流发展协
会理事长的身份资源， 正在联络两
岸青年体育组织， 计划在年内成立
两岸体育大联盟， 共同开展青年
体育交流活动。

“如今的大陆比14年前有了天
翻地覆的发展， 从 ‘北京欢迎你’
到 ‘一起向未来’， 我们生逢其时，
应该有所行动 ， 共享奥运荣光 。”
陈文成对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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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守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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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监管工作责任
重大， 这不单单是一份工作， 更
是一项事业 。 ” 说这话 的 是 马
振 ， 投身危险化学品监管一线
12年来， 先后在危险化学品监督
管理科 、 行政审批科等科室工
作， 现任房山区应急局危险化学
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

他始终以严谨的思路、 严密
的分析、 严格的要求、 严肃的作
风对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
作。 2016年， 马振荣获得首都劳
动奖章。

补短板强弱项
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

如今， 马振已经成为房山区
危险化学品监管的骨干力量。 然
而12年前， 刚刚进入安全监管系
统的他， 对于危险化学品还有些
陌生。

“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管
理， 和安全监管并不搭边， 但既
然从事了这个工作， 就必须系统
进行学习。” 无数个日夜， 马振
在边学边干中度过， 他立志要在
专业人士面前不说外行话， 在复
杂的化工装置面前有的放矢。 有

了理论基础做支撑， 加上多年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经验，
马振迅速成长 ， 并将自己的所
学 毫 无 保留地传授给新入职的
专职安全员。 2015年，他对10个危
险化学品重点乡镇、街道的130余
名 专 职 安 全 员 进 行 危 险 化 学
品执法技能培训，有力地保障了

基础安全监管力量顺利上岗。
“刚刚招录的人员可能对于

怎样监管危险化学品摸不着头
脑， 我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熟悉企
业， 讲解监管相关要求、 危化品
管理要素等内容， 让他们能够尽
快投入到工作中。” 马振告诉记
者。

此外， 他将日常工作积累的
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制度规
范 ， 立好安全管理的 “规矩 ”，
规范了危险化学品领域行政许可
程序， 提高了行政许可质量， 引
导、 推动24家高风险企业退出，
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
击。

严格把好准入关
持续加大审查工作力度

马振介绍说， 房山区是北京
市危险化学品比较集中的地区，
企业点多面广 ， 固有安全风险
多、 安全监管体量大、 综合监管
任务繁重。

为了落实行政许可 “强化安
全生产源头管控， 严格危险化学
品企业安全生产条件” 的工作要
求， 马振制定了新的工作措施，

进一步规范了现场审查流程、 细
化现场审查内容、 增加现场审查
时间、 强化现场审查专家力量。

新的工作措施实施以来， 实
现了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在许可
依据、 职责分工、 受理流程、 审
查要点等方面更明确、 更规范，
使企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安全
“洗礼”。

2021年以来， 全区共整改爆
炸、 火灾等危险性区域内控制室
6处； 完成企业外部安全防护距
离整顿12家； 开展气体泄漏检测
报警装置、 紧急切断装置和自动
化控制系统装备安装改造135处，
化工仪表改造34家， 实现 “两重
点一重大” 生产装置、 储存设施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
警装置、 紧急切断装置、 自动化
控制系统、 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装
备和使用率达100%。

靠前指挥主动谋划
深入企业开展安全服务保障

“非常时期 ， 就要非常对
待， 我有责任积极参与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 奋战在等一线。 在做
好自己工作的同时， 还要做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 面对繁重且责
任重大的工作， 马振时常这样勉
励自己。

下企业、 进车间、 到基层，
逐家上门检查指导复工企业疫情
防控及安全生产工作， 督促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过去的两年， 面对反
复不定的疫情， 马振的工作异常
忙碌。

为做好特殊时段安全生产工
作， 按照全局的工作安排， 马振
实地帮助指导企业解决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组织
专家多次对辖区内生产次氯酸
钠、 消毒液的企业开展有针对性
的指导服务工作， 帮助企业尽快
完善安全生产条件， 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物资的生产工作。

与此同时， 他组织制定并下
发通告， 明确疫情防控期间 《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到期的单
位， 许可证仍将继续有效， 以此
减少人员接触和流动， 阻断疫情
传播。

“作为应急人， 我们的本职
工作就是要守好门， 在大灾大难
面前也要保障企业正常的生产秩
序和生产安全。” 马振说。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我的冬奥故事

“我们生逢其时，应该共享奥运荣光”

———记房山区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马振

台湾青年志愿者陈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