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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报修就是最好的保障”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蒋晓丽

■2022相约北京

近日，通州区永顺镇温馨家园内，一曲动感十足的合奏打击乐《北
京欢迎你》和新排练的《一起向未来》手势舞，为温馨家园带来阵阵生
机。 活动现场，残障人士还通过雪容融制作和旱地冰壶赛，为冬残奥会
胜利闭幕送上了祝福。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我们家的垃圾就在这儿分
类。” 东城区北新桥街道门楼社
区75号院一位大妈将社区工作人
员带到厨房， 社区发放的标准分
类垃圾桶占有一席之地。 近日，
在第三方华健社工机构的专业支
持下， 门楼社区的社工来到75号
院落， 实地察看院落17户居民的
居家垃圾分类情况。

北新桥街道门楼社区2020年
起尝试在东四十一条试行 “垃圾
不落地”。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
施， 绝大多数院落的居民基本上
做到了定时定点投放， 但是居家
分类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为了破解垃圾分类痛点难题， 社

区协同第三方专业机构 ， 依托
“五力引航” 试点项目， 着力打
造社区治理的协商力、 培育力 、
行动力、 创新力、 合作力， 在前
期培育专业的垃圾分类治理居民
组织的基础上， 深入院落开展垃
圾分类源头治理。

据了解， 此次院落调研评
估后 ， 门楼社区将协同社工机
构 带 领 75号 院 落 的 居 民 进 行
院落空间优化参与式设计， 并策
划组织旧物新绿、 居家堆肥等赋
能工作坊， 带领大家开启践行零
废弃生活方式的学习实践， 真正
让 “垃圾不落地” 成为居民自觉
行动。

3月8日早上不到7点， 一辆
救助专用车和一辆救护车先后穿
过顺义城区 ， 他们的目的地是
1600里路之外的河南省焦作市救
助管理站， 送48岁的徐某某安全
回家。

今年2月16日， 顺义区救助
站接到消息， 在首都机场附近的
马路边有人倒地不起， 情况比较
危急。 救助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
现场， 并协调顺义区医院开辟绿
色就医通道， 当天安排住院。 经
临床诊断， 受助人徐某某患有严
重的糖尿病及并发症， 并伴有高
血压、 心、 肾功能不全， 必须马
上介入治疗， 否则时刻都有生命
危险。 “一救到底， 请院方竭尽
全力保障他的生命安全。” 救助
站负责人表示。

经过及时有效的抢救和专业
的监护治疗， 3月初， 徐某某脱

离了生命危险， 各项指标逐渐平
稳 ， 由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
房。 顺义区救助站安排了专人照
料， 并定期为他送去干净的衣服
和食物。

与此同时， 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按照受助人的身份信息， 对接
联系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救助机
构 。 了解到受助人常年独自在
外，家人无力照料。 针对此情况，
救助站多次与焦作救助机构协商
安置方案， 最终确定待徐某某病
情稳定， 护送其返回原籍安置。

当天是双方救助机构及顺义
区医院根据徐某某病情稳定情况
商定的启程日期。 一大早， 顺义
区救助站为徐某某办理了出院手
续， 承担了医疗费用， 还专门联
系了一辆救护车全程护送。 历经
8个多小时车程， 徐某某终于安
全返乡。

1600里路护送受助人安全回家

建设者化身 “大管家” 全力服务保障冬残奥会

注重“小精专”
所有报修30分钟内处置完毕

3月6日晚7点， 已经在场馆
内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的中建二
局三公司国家体育馆改造项目经
理、 保障团队负责人张树明刚回
到办公室， 就坐在办公桌前开始
写维保笔记。 相比1月份冬奥会
闭环开始时， 现在的他面庞消瘦
了不少， 深凹的眼眶和沙哑的嗓
音让他在夜色里也难掩疲态， 唯
一不变的是对工作的热情和那双
炯炯有神的双目。 据与他一起参
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维保的
同事说， 自闭环开始后， 张树明
已减重10斤， 各种 “喉宝” 已成
为他的随身必备。

中建二局三公司国家体育馆
改造项目自去年12月初就开始进
入保障筹备阶段， 制定了2项保
障计划及3个不同方面的突发应
急预案。 据了解， 由于改造时项
目牵涉房屋改造、 内部装修等土
建施工， 空调、 斗屏、 冰面制冷
设备等机电安装， 以及中控室监
控、 停车场管理、 音频视频等弱
电系统， 因此在先期筹备时， 保
障组根据不同专业性质， 成立了
3大保障小组， 同时针对每一项
细分项目， 分设了由14个专业分
包单位及8个厂家分包单位组成
的22支专业分包保障团队。

由于项目内外环总体保障人
数近百人， 因此所有保障区域都
实行网格化管理分区， 设置片区
负责人及各专业项目负责人， 确
保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 张树明
介绍： “虽然我们总体保障面积
达90000平方米， 但我们更加注
重处置效率， 按照我们网格化的

管理分区， 从巡视区域和巡视内
容上进行分工 ， 不采用 ‘满堂
跑’ 的方式， 这样可确保遇到突
发事件时 ， 10分钟内可抵达现
场， 30分钟内处置完毕。”

致力“精准细”
确保赛时保障保持最佳状态

作为本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冰球比赛主场馆， 国家体育馆
本次保障最大的难点， 那肯定就
是场馆冰面的制冰系统了。 在国
家体育馆， 主比赛场馆冰面和训
练馆冰面分别由3台冷冻泵负责
冰面制冷。 根据冬奥组委规定，
比赛时冰面温度必须保持在-4℃
到-8℃之间， 但由于近期北京室
外温度逐日攀升， 因此在测试赛
时所设置的制冷水流量和出水温
度参数已经不能满足赛时冰面温
度要求， 必须实时进行精细化调
节。

保障团队凭借筹备阶段上百
次模拟实验，每天都提前以0.1℃
为精度， 精细调节着制冷设备 ，
以确保在比赛时冰面始终处于最
佳状态， 为比赛顺利进行提供完
美冰场。 张树明介绍： “由于制
冷管线长达上万米， 我们每一次
制冷设备的参数调节， 都只能在
7-8个小时之后的冰面才能呈现
出变化， 为此我们内外环团队24
小时默契配合， 每隔半小时记录
冰面变化， 同时建立起制冰参数
大数据库， 每天保障完进行专项
分析， 为第二天保障运行提供参
考依据。” 正是保障团队这种力
求 “精、 准、 细” 的保障精神，
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未出现
任何一次赛时冰场温度失误的情
况。

服务“贴心暖”
冬残奥赛场上演中国式浪漫

3月9日，一则题为“冬残奥赛
场上演中国式浪漫” 的微博冲上
热搜， 原来是国家体育馆内集体
为运动健儿齐声合唱生日歌，诠
释了一场中国式的浪漫暖心。

超贴心的国家体育馆， 它的
暖心之处岂止在于唱生日歌， 去
年8月份时， 保障团队就完成了
场馆内全部无障碍设施的更新与
调整工作。 作为已经举办过夏季
奥运会与残奥会的场馆， 国家体
育馆原有的无障碍设施已相对完
备， 为了满足冬残奥会对无障碍
设施的要求与北京冬奥组委 “两
个奥运 同样精彩 ” 的目标 ， 国
家体育馆项目坚持场馆无障碍建
设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 同步实
施、 同步改建完成。

在冬奥会和冬残奥的转换期
间， 国家体育馆保障团队在运动
员更衣室至比赛场地全部铺上仿
真冰板，并降低坡道的坡度，运动
员可以从更衣室滑入比赛场地，
解决了运动员需要进入赛场后更
换冰橇的不便。此外，馆内还专门
设置了一个轮椅假肢维修站，在
运动员更衣室的淋浴间新增了低
位花洒底座， 这些细节都是在践
行“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

张树明介绍： “相较于冬奥
会保障， 在冬残奥会期间我们加
设了一个 ‘无障碍设施巡检组’，
专门针对场馆内的无障碍设施进
行每天不少于两次的巡查检修。
大到无障碍看台的稳固性检查，
小到卫生间扶手是否松动的检
修， 都是重点检查项。”

冬奥会的保障相比首次测试
赛保障时， 张树明的电话明显少
了许多。 张树明说： “对于保障
工作来说 ， 电话不响 、 没人报
修， 是我们的最佳状态。” 其实，
对于保障团队而言， 电话不响，
没人报修就是成功服务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的最好诠释。

“我今天特意赶过来，一定要
把锦旗送到你们手里！ 多亏了你
们！ ”在见到西城区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后，董大爷激动得热泪盈眶。

董大爷今年59岁， 在办理退
休手续时发现， 由于以前的工作
单位没有依法给他缴纳工作期间
的社会保险， 退休金可能会拿不
到 。 眼看着自己辛苦了大半辈
子 ， 却连今后的生活都没了着
落， 董大爷只好来到西城社保中
心稽核科， 把老东家给 “告了”。

稽核科工作人员在案件办理
过程中查明， 董大爷在被诉单位
工作了五年， 前三年里单位就没
有为他依法缴纳社保， 后两年虽
然缴纳了， 却把董大爷的外埠城
镇户籍给错误申报成了农业户
籍，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董大爷
无法正常享受退休养老待遇。 据

此， 西城社保中心稽核科依法责
令单位按时足额为董大爷补缴这
五年的保险。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工
作人员在核查单位补缴数据时发
现， 董大爷目前在社保系统里是
一般账户，满足在京退休的条件，
可一旦把之前缴错的两年社保办
理退费，即便进行了补缴，董大爷
也将由现在的一般账户变成临时
账户， 而临时账户就意味着他不
能在北京办理退休了。

西城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将董
大爷的事儿上报了中心领导并召
集相关科室负责人进行 “会诊”。
各个科室集思广益， 查找文件依
据，终于拿出了解决方案，即先由
征缴科为董大爷办理退费手续，
由稽核科责令单位完成补缴，再
由登记科上报市中心为他修改账

户性质。 但退费后董大爷的社保
账户果然变成了临时账户， 在上
报环节无法直接进行修改。

问题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困
境。 好在细心的工作人员小黄还
保存着一张账户为一般账户时的
工作系统截屏。 靠着这张仅存的
截屏图片， 这才顺利帮董大爷改
回了账户性质。

“我能拿上养老金，全靠稽核
科的同志尽心尽力和社保中心领
导的关心。 ”董大爷说起自己维权
的经历， 眼里泛起了泪花。

“社保稽核是维护劳动者权
益的一道防线。 办案过程中可能
有曲折、有困难，但是看到董大爷
退休生活有了保障， 对我们的工
作这么认可， 就觉得我们的一切
努力都是值得的。 ”该中心稽核科
科长苏毅说。

西城社保多部门“会诊”为群众解难题

残残障障人人士士为为冬冬残残奥奥会会送送祝祝福福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紫烨

□本报记者 盛丽

北新桥街道门楼社区推行 “垃圾不落地”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成立3大保障小组， 分设22支专业保障团队， 组织93名保
障人员巡查值守……北京冬残奥会开始后， 中建二局三公司国
家体育馆保障团队再次化身场馆 “大管家”， 承担起场馆土建、
机电、 弱电等涉及超过20多个大项的全方位保障任务。

“五力引航”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