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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愿做照亮冬奥夜路的“萤火虫”

■我的冬奥故事

在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B5车
队， 北京公交集团客一分公司驾
驶员甄国军因为岁数小， 会尊敬
地称呼其他同事 “师傅 ”， 但是
大家并没有把他当做晚辈， 因为
B5车队已经是他承担的第三个北
京冬奥会运输保障任务了。 甄国
军看上去比同龄人要沉稳， 凭借
多年来驾驶公交车零事故、 零违
章的好成绩， 让B5车队第一个想
到派他去担任夜班车运营工作。

“夜班车最难的就是克服晚
上的困意。” 开惯了白班车的甄
国军， 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己多
年来的作息习惯。 第一天 “倒时
差” 的时候， 甄国军早饭比平常
多吃了一倍， 饭后回到房间， 拉
起窗帘、 戴上眼罩， 强迫自己入
睡。 睡前定好中午的闹铃， 午饭
过后继续睡觉， 他用这种 “吃饱
就犯困” 的办法， 睡到了晚上10
点， 一觉醒来他觉得夜里的精神
头比白天还要大。 这个方法， 还
是他从老师傅那里学来的， 再根
据自己的习惯， 很快便适应了夜
班驾驶员的工作。

甄国军每天晚上10点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窗户伸个懒
腰 ， 低气温能让他迅速消除困
意。 同样是驾驶工作， 甄国军会
比白班驾驶员早到一个多小时，
完成酒测、 签到、 班前宣誓等一
系列流程后， 便拿起手电走向自
己的车辆。 他每天会用两倍的时
间， 完成车辆例检工作， 围绕车
身走一圈， 需要花上20分钟的时
间， 借助手电的微光， 他将车身

的每一处都仔细查看， 就连水渍
都会仔细擦干净 。 “在路灯下
看， 咱这车要是不干净的话， 就
会显得不透亮。” 甄国军工作时
不仅自己穿戴整齐， 车辆卫生也
打扫得干干净净， “咱中国老百
姓的热情好客 ， 都在这细节里
了。” 除了让车身干净整洁之外，
灯光的完好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夜
间行车的安全 。 近光灯 、 远光
灯、 视宽灯等所有的灯光设施，
甄国军都要逐一打开检查， 防止
照明系统出现故障。

冬奥夜班车的行驶时间是从
零点到清晨， 在非奥运专用道的
使用时间内 ， 为了保证驾驶安

全， 甄国军会以不高于30公里每
小时的车速行驶在最右侧车道。
在车辆需要并线的时候， 他提前
百米打开转向灯， 仔细观察车后
没有安全隐患才会并线行驶， 而
社会车辆的文明礼让， 也成了甄
国军爱上夜班驾驶工作的重要原
因之一。

每当车辆行驶一圈后， 甄国
军会再次走出驾驶舱， 对车辆的
照明系统进行检查， “我觉得我
们像萤火虫， 星星点点地载着乘
客前往目的地。” 甄国军还有个
习惯， 他会记录在下车后对他挥
手致谢的乘客人数， 他说这些就
是让他无比骄傲的职业归属感。

田琛来自北京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2021年被借调到北京冬奥
组委北京冬奥村 （冬残奥村） 运
行团队负责奥运村管理 （住宿）
业务领域的物资管理工作。

刚来到北京冬奥村， 田琛发
现这里单元楼数多， 物资种类繁
杂， 在与物资供应商对接时不易
解释清楚， 而且在初期经常出现
家具物资移入错误的情况。 为了
能够更加准确无误地分配物资，
他设计了模块化楼层物资分配彩
图， 代表不同功能房间所需要配
置的家具类型， 从而便于物资管
理工作的开展。 这个彩图后来在
住宿区被广泛采用， 对物资查漏
补缺以及赛时物资临时分配和管
理也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物资移入初期， 由于场馆
基础建设没有完全验收， 有些公
寓楼的电梯经常出现故障停用，
这给物资移入带来了巨大困难，
再加上各点位细节上的沟通协
调 ， 一天打几十个电话是经常
事， 工作日忙到凌晨， 周六日无
休对于田琛已经是司空见惯。 有
一次为了接货 ， 他整晚没有合
眼 ， 汗水浸透了衣裳 ， 虽然疲
惫， 但他没有一丝怨言， 第二天
照常按时到岗奋斗在冬奥保障的
最前沿， 保证了冬奥村物资按时
移入。

在田琛的积极努力协调下，
在住宿领域领导和团队上下通力
配合下， 北京村从去年十月到闭

环前， 共接收物资130车， 共29
个品类， 其中衣柜大约2500件 ，
各类办公桌 1700张 、 办公椅约
5000把 ， 各式晾衣架近 5000个
……田琛不仅需要妥善接收物
资， 还需要把各类物资按照居民
区不同房间的具体功能落位。

物资移入后期， 也就是闭环
前， 代表团经常出现更改房间使
用计划的情况， 这就需要调整家

具落位。 为了节省时间， 他经常
亲自动手， 不知不觉从一个管理
员变成一个搬运工， 但他从没有
过怨言。

1月17日， 当收到北京冬奥
村 （冬残奥村） 村长刘伟致北京
冬奥村 （冬残奥村） 工作人员家
属感谢信时， 田琛深受鼓舞， 他
说： “只要是在为冬奥服务， 再
苦再累都值得。”

绿水青山在眼前 ， 更在
“数里”。 在环保队伍里， 有
这样一群人， 他们跋山涉水，
破冰挖土， 与专业仪器为伴，
用科学数据说话。 怀柔区生
态环境局的柴悦就是其中一
位。

大学毕业后的柴悦就来
到了怀柔区生态环境局， 负
责地表水监测分析、 噪声监
测工作。 自此， 他就和实验、
数据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月初是监测站最忙的
日子， 站里的人员会兵分几
路到怀柔所有的河流点位去
取水采样。 相比较平原地区，
山区监测点位数量虽然不多，
但分布广、 路途远， 最远要
到怀柔与丰宁的交界。 早起
就出发 ， 一路上走走停停 ，
到完成最后一个点位采集一
天就过去了 。 顶着朝阳出 、
迎着落日归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 获取数据的背后
也暗藏危险。 一到冬天， 山
里的很多河面结冰， 为了取
样， 经常要走到河中央破冰。
有一次 ， 柴悦和往常一样 ，
拿着铁锹蹲在宝山镇南天门
的河面中央破冰。 他刚凿开
一个小洞， 正准备采样， 没
想到看似结实的冰面突然裂
开， 脚下的冰立时碎开。 当
时的柴锐还没反应过来， 双
腿已经落入冰水中， 旁边的
同事赶紧冲过来， 把他从河
里拉了上来 。 “怎么样， 怎
么样， 没事吧？” 同事心有余
悸地问道。 “没事儿， 没事

儿。” 柴悦也有些后怕地说。
“以后可得加小心， 冰还没冻
实呢。” 那时， 山里的气温已
至零下 ， 双腿湿透的柴悦 ，
还是坚持着和同事们完成了
取样。 回到了家， 他赶忙换
下冰凉的衣服， 塞进洗衣机
按下了开始键， 以防被家人
发现担心。

工作里的苦， 柴悦自己
默默体味着 ， 却没有退缩 ，
反而更加专注。 用他的话说
就是：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爱一行就要专一行。” 寒来暑
往、 无冬历夏， 在怀柔的山
川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
每月柴悦都要对地表水点位
采样、 分析实验、 上报数据，
仅地表水数据最多时就有近
1300个， 每一个数据质量标
准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监测工作不仅有危险 ，
也要求工作人员耐得住寂寞。
每年10月， 监测站都要在近
130个点位进行区域环境噪声
和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尤其
是夜间噪声监测， 监测时间
必须在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
柴悦测量一个点位至少要在
道路旁站半小时。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在
平凡的岗位上，柴悦已坚守了
7个年头， 用他的话说：“我们
得到的每一个数据都是生态
完善、 环境提升最有力的佐
证。我将继续立足本职扎实工
作，用更精准、更科学、更翔实
的数据，向人们讲述山水怀柔
的时代故事。 ”

北京公交集团客一分公司驾驶员甄国军：

服务冬奥再苦再累都值得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田琛：

□本报记者 马超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为青山绿水“体检”
怀柔区生态环境局职工柴悦：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徐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