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 ，
北京消防为保障冬奥各场馆、
涉奥场所的消防安全 ， 挑选
“精兵良将”， 组建冬奥消防安
保团队。 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
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科助理工
程师张毅， 作为首都体育馆花
滑训练馆防火助理入驻场馆内
部 ， 开展隐患排查 、 应急拉
动、 消防巡查、 消防宣传， 全
面呵护首都体育馆中 “最美的
冰”。

“火灾防控压力较大， 我
一定会克服所有困难， 坚决完
成好各项消防安保任务。” 张
毅刚接受任务时当即立下 “军
令状”。 今年40岁的他， 是一
名具有22年消防工作经验的老
消防员， 他常年在灭火、 防火
岗位上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因此在关键时候， 队里第
一个想到了他。

在此次安保任务中， 张毅
负责南区两个场馆的防火工
作。场馆占地及建筑面积大，楼

内情况复杂，内部重点部位多、
竞赛场次多、安保时间长，是此
次消防安保的核心区和敏感
区。 首次面对“冰”与“火”的守
护，虽然身经百战，他绝不敢掉
以轻心，坚持每天5次不间断地
在巡视范围内开展防火监督检
查，开展微型消防站拉动、宣传
教育培训， 建立台账推动隐患
整改，督促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并深入到每个楼层的每个区
域、部位、角落，从“硬件”维护、
“软件”管理两个方面开展全面
消防安全排查。

身经百战的张毅深知， 万
一发生火灾， 初期处置极为重
要， 如果处置得当， 就能有效
遏制火势蔓延， 而成功处置初
期火灾的成败关键在于细节。
“这条电气线路还需要再规
范一下。” “东边办公楼的吸
烟区还需要增设一桶水作为应
急处置物资。” “11点52分这
个巡查记录不够详细， 我们要
把发现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

来。” ……有着22年防灭火工
作经验的张毅是一个爱较真儿
的 “细节控”。 为解决室外吸
烟乱丢烟头的防火隐患， 张毅
推动单位在竞赛场馆 、 综合
楼、 办公区等人流较多区域设
立集中吸烟点， 并配置灭火应
急水桶。 检查用于加固消防水
带接口的铁丝是否出现锈蚀，
检查巡查人员是否规范填写每
个巡查点位的记录表……这些
细节他一个都不放过。

消防安保不是 “纸上谈
兵”。 首都体育馆将场馆划分
47个小网格， 包括34个领域 、
120余处房间 。 自闭环以来 ，
张毅每天对场馆闭环外重点部
位开展不定时检查巡查， 累计
发现整改问题20处。 同时， 每
日利用接入指挥所的697个场
馆群监控， 开展视频巡检， 以
保证发现问题， 快速反应， 闭
环内外联动处置。

结合内部楼层多的特点 ，
他还集中对安保力量、 服务人
员进行消防培训， 要求场馆制
定细化安保方案， 实行秒级响
应， 列出明确时间计划， 同时
针对疫情防控增加人防措施，
确保每楼有制度 ， 每层有方
案， 每人有职责， 保证万无一
失。

由于安保工作具有特殊
性， 为了保障指挥部各项工作
的顺利运行， 张毅重点时段24
小时驻守在前沿指挥部， 协助
安保团队处理协调日常事务，
经常忙到深夜。 “为这场冰雪
盛会保驾护航， 我们做到了。”
张毅说。

作为一位扎根乡村振兴
一线的“三农”工作者，海淀区
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副主
任郑禾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参
与到北京冬奥盛会当中 。 他
说， 这是他一辈子的光荣，也
为今后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
“北京冬奥会绿色冬奥、 低碳
冬奥理念让我们感到骄傲，同
样，我们的农业也步入了绿色
生态农业的道路 ， 我们有信
心 ，在不久的将来 ，绿色农业
一定会振兴乡村。 ”

北京冬奥会已经圆满闭
幕，但郑禾参与火炬传递的情
景仍历历在目， 回想起来，激
动的心还会澎湃。 “本来我是
候补队员，一开始没抱太大希
望， 但还是做了些准备工作，
候补也要有备而来。 ”郑禾说，
结果没想到，他成为了正式队
员 ，而且还是最后一棒 ，比其
他队员多跑了一段距离。

2月4日当天 ，101号火炬

手郑禾从前一位队友那里点
燃火炬后，向终点跑去。 媒体
记者的“长枪短炮”，观众们的
加油助威，让郑禾成为全场的
焦点。 “感觉自己像奥运运动
员一样，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
注。 ”郑禾告诉记者，为他欢呼
助威的观众都是陌生人，但这
一刻 ，大家的聚焦让他感受
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
“而且， 听说好多观众早上六
点就来这里等候观看火炬传
递 ，这么冷的天气 ，这份激动
的心情，不但让我的心感觉到
了温暖，更像是内心的奥运激
情被点燃了一样。 ”

到达终点 ， 郑禾配合工
作人员顺利完成了火种收集
程序 。 他说 ， 幸运地成为了
正式队员 ， 从候补队员幸运
地成为火炬传递最后一棒 ，
幸运地亲自参与到火种收集。
“这份幸运， 值得我一辈子去
珍惜。”

火炬传递结束后上班第
一天，郑禾就把冬奥火炬带到
了单位，与同事们共同感受冬
奥气息 ，传递冬奥精神 ，点燃
新一年的工作热情。 “大家都
为我高兴，每个人都会摸摸火
炬 ， 穿上我的衣服和火炬留
念 ， 我居然成了同事眼中的
‘明星’。 ”郑禾说，一次圣火传
递，一种精神传承。 这个火炬
像是有魔力一样，让这个小小
的基层单位拉近了与国际盛
会的距离，也为大家注入了工
作动力。

筹备北京冬奥会期间，郑
禾就带领着同事们一起参与
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北京
冬奥会稳产保护工作，为农户
提供优质叶菜种子，保障在冬
奥期间上市，确保蔬菜市场的
稳定。 郑禾表示，这届冬奥会
是绿色奥运 、低碳奥运 ，我们
的农业也是绿色生态农业，这
个理念和农业产业发展理念

是一致的 ，今后 ，我将带着这
份先进理念，坚守乡村振兴第
一线，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严格的工
作标准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去，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记者了解到，作为北京农
村发展“十佳”科技工作者，郑
禾扎根海淀农业34年，足迹遍
布全海淀各个乡镇地头，长期
坚守在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推
广第一线。

同时，郑禾还努力挖掘北
京农业文化遗产，开展海淀玉
巴达杏地理标识申报与保护，
完成京西稻提纯复壮恢复种
植2000亩，恢复老北京心里美
萝卜、鞭杆红胡萝卜种植。 推
动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引
入北京市首个5G高架草莓无
土栽培 ，植保机器人 、无人机
等智能机械，开展蔬菜高品质
栽培 、职业农民培训 ，促进农
业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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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驻守冬奥场馆的消防老兵

□本报记者 孙艳

■我的冬奥故事

———记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助理工程师张毅

冬奥火炬手、 海淀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郑禾：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在北
京冬奥会赛时期间， 有这样一支
团队， 他们为场馆各团队和决策
层提供即时的信息服务和最直
接 、 便捷 、 有效的集群通信支
持， 同时保持与调度中心和外围
团队的联络沟通， 保证信息的上
传下达。 他们便是延庆场馆群通
信中心团队。

每天早上6点40分， 天蒙蒙
亮， 延庆场馆群通信中心经理韦
延已经坐在班车上准备出发， 前
往办公区开启一天的工作。 “我
们会随着场馆群最早运行的场馆
同时运行， 陪着最后结束的场馆
一起闭馆。 每天早上7点40之前，
到达指挥中心开晨例会。 晚上离
开的话一般是11点左右。” 韦延
说。

据了解， 延庆场馆群通信中
心包括韦延在内共有18人 。 赛
前， 通信中心会根据场馆各个领
域不同的工作内容进行合理划
分， 建立行之有效的集群通话分
组； 赛时， 通过这些不同组的对
话内容， 提取重要信息， 进行跟
踪、 协调、 记录。

“我们主要通过手台获取场
馆的所有信息， 然后把这些信息
发散出去， 提供给需要的团队。”
说起通信中心的工作， 韦延简单
地总结了一下。 “例如， 通信中

心每天会要求竞赛业务领域及时
报告训练、 比赛结束的信息。 因
为训练、 比赛结束之后， 就要开
始餐饮提供、 班车发车、 雪道清
雪等工作 。 而 ‘训练 、 比赛结
束’ 这条信息及时收集、 发散，
就可以让后续的工作有条不紊地
进行。” 韦延举例说。

除了手台之外， 在延庆场馆
群指挥室还有很多屏幕。 平时通
信中心团队成员会通过它来分析
场馆运行的重点、 调整监控的内
容。 比赛时， 就会关注赛场的情
况，出发区、结束区、运动员姓名、
比赛结果等。赛后或转场时，屏幕
显示画面也会相应调整。

韦延介绍， 指挥室会有通信
中心经理或主管常驻 ， 通过手
台+屏幕等工具， 把团队听到的
信息、 观察到的内容， 及时反馈
给所需要的人。

除了提供信息给需要的团队
之外， 通信中心还会广播公共信
息， 包括下雪、 大雾、 道路结冰
等信息， 无障碍观众前来观赛、
班车晚点等信息也在其中。

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 “我
们的工作在时间上的要求非常严
格。 如果这个信息晚5分钟再提
供， 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
此， 及时性是第一位的。” 韦延
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张明飞 张心怡

场馆的耳朵和嘴巴
北京冬奥会延庆场馆群通信中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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