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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杨晓彤 文/图

近日， 海淀区北航社区业
主委员会将一面绣有 “支持加
装电梯 彰显民生情怀 ” 的锦
旗赠与北京市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研究院， 对顺利完成该社区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监督检验工
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直以来， 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都是市政府重要民生
项目之一， 更是老百姓尤其是
老年人便利出行的重要方式 ，
海淀区北航社区406楼的居民
热切盼望自家楼内新加装的电
梯可以尽快投入使用。

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情

况下， 市特检院为加装电梯开
通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组织安
排检验工作， 并及时与使用单
位沟通， 最终确定由主任工程
师带领技术骨干开展现场检
验。 由于设备安装地点周 边
区域存在 4个高、 中风险区及
管控区， 为确保检验过程万无
一失， 机电五室就选派配合人
员、精确进场路线、评估防控风
险、准备个人防护等多个问题，
反复与安装单位和社区居委会
沟通 ， 最终确定了检验方案 。
5月19日当天， 顺利完成6部加
装电梯的监督检验任务。

“1001住着一大一小， 儿
童 餐 要 清 淡 一 些 。 ” “ 822、
420房 老 人 有 糖 尿 病 ， 忌 甜
食 。” ……5月23日中午11点 ，
朝阳区某集中观察酒店后厨工
作人员丁孝霞一边对照着 “饮
食台账”，一边跟同事们分工合
作，利索地打包盒饭。

该集中观察酒店住着188
位集中观察人员， 其中有24名
14岁以下的儿童，有6名70岁以
上的老人。 如何让这 “一老一
小”吃得合口又营养？ 酒店人文
关怀组为他们制作了暖心的
“饮食台账”。

“集中观察人员小的只有
1岁 ， 年龄大的80多岁 。 他们
的每日饮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 丁孝霞说 ， 每次
她都会在饭后进行回访， 确认
饭菜是否可口。 回访之后， 将
集中观察人员提出新的饮食需
求信息再传递给人文关怀组 ，
由人文关怀组整理形成电子台
账 。 配餐前 ， 丁孝霞都会将
“饮食台账 ” 打印出来 ， 方便
配餐时使用。

充满烟火气的 “饮食台
账 ”， 为集中观察人员提供舌
尖上的美味。 而另外一本台账

则守护着他们的健康。
“8825房间的小孩夜里有

点轻微咳嗽， 经过医疗组工作
人员研判， 目前暂无异常。 后
期医护人员会对孩子进行跟踪
观察 ， 确保孩子健康无碍 。”
“8925房间住的一对老年夫妻
都有高血压， 每天有医护人员
进行电话询问 。” ……医疗保
障组成员张诚诚告诉记者， 指
挥部梳理在观人员的健康情
况， 建立了特殊人员台账： 有
“一老一小 ” 的 ， 有在观人员
刚做完手术 ， 需要定期换药
的 ； 有身患疾病 ， 目前稳定 ，
若有加重需就医的……各类需
求在这本 “健康台账” 中记录
得清清楚楚。 “有了它， 在观
人员的身体状况一目了然， 方
便医护团队进行随访和紧急处
理。” 张诚诚说。

工作人员的付出和陪伴 ，
在观人员们看在眼里、 暖在心
里。 “这里像家一样温暖。 工
作人员24小时值守为我们提供
服务， 非常辛苦。 我们能做的
就是遵守防疫规定， 静候回家
的那一天 。 只要我们齐心协
力， 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一名在观人员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疫情期间特检院加装电梯特事特办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图

服务不停摆 少年不旁观

□本报记者 孙艳 通讯员 赵慧慧

朝阳集中观察点里的暖心故事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

控形势， 密云区各方志愿力量迅
速集结，全力投入，奏响助力疫情
防控的志愿乐章。

青年志愿者的战疫日志

“早5点半到阳光社区报到，
了解全天具体工作安排和任务分
配；6点用早餐，穿戴好口罩、防护
服、手套、脚套、隔离面罩；6点半
到核酸检测点， 开始个人信息采
集工作；下午1点用午餐；下午1点
半开始采集工作；下午2点入户采
样 ； 3点结束工作 ， 回家休息 。
当日共采集624人次。” 这是密云
区税务局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吴
婧在志愿服务平台上登记的工作
日志。

在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中， 吴
婧下沉的社区有1200多名居民，
核验身份、 解除弹窗、扫码登记、
上门检测，哪里缺人就哪里补位，
她这样的“大白”要在30℃的炎热
环境中连续工作近10小时。

为了节省居民等待时间， 她
总是一忙就是一天， 顾不上喝口
水。 “我这排着队都出一身汗 ，
姑娘 ， 你喝口水去吧 ， 我不着
急 ， 你嗓子都哑了 。” “没事 ，
少喝口水也渴不坏。” 每次碰到
居民关心的问候， 吴婧的倦容都
会被笑容替代。 一天下来， 白色
防护服里早已热汗涔涔， 绿色医
用口罩下面容疲惫， 而防护隔离
面罩后的眼神依然坚定。

迟到的婚假 不迟到的战疫

当密云镇青年冯续延收到驰
援朝阳区核酸检测的紧急通知
时， 还处于婚假期间的她没有片

刻犹豫，立马报名，凌晨4点天还
未亮，她就坐上了前往朝阳的车。

在3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 她
完成了一千多人的身份证扫码登
记。 晚上八点半， 站点的检测工
作结束后， 她脱掉防护服时衣服
已经湿透， 来不及换衣服便匆匆
忙忙吃了晚饭， 接着坐上返回的
车， 到家已是深夜。 经过一天休
整， 她再次踏上支援朝阳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征程。

在密云区开展第二轮区域核
酸检测时，凭借支援朝阳的经验，
她又投身到密云镇的核酸检测工
作中。 为了本职工作和战疫而不
断推迟婚假，让身边人心疼不已，
冯续延却坦然地说，“疫情紧迫，
作为青年，关键时刻得顶上。 ”

年轻夫妻同心战疫

“紧急通知： 接疫情防控办
通知， 某地需要紧急消杀， 请有
时间的党员先锋队 、 青年突击
队、 正式队员迅速集合， 半小时

后准时出发！” 临时接到紧急消
杀任务， 李硕安排两个女儿自主
洗漱就寝， 便与丈夫周岩宁一
起出队执行疫情消杀任务。 全
套装备穿在身上的她克服体能劣
势 ， 与男队员一起完成消杀任
务， 任务结束返回家中时已近清
晨。

李硕和周岩宁是密云蓝天救
援队的 “战疫夫妻档”， 他们不
仅是夫妻， 更是战友， 并肩逆向
而行， 共同加入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 在战疫过程中， 夫妻俩经常
擦肩而过， 偶尔的相遇也只是相
视一笑， 送上相互都懂的鼓励。

在他们的影响下， 两个孩子
也开始利用假期参与一些力所能
及的志愿服务， 这样的薪火相传
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这些青年是密云区众多投身
疫情防控志愿者的缩影， 他们响
应组织号召 ， 主动奔赴抗疫一
线 ， 为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
航，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密云青年
的使命担当。

战疫，见证密云青年志愿者力量

封控区内， 下沉干部、 一线
工作者用心服务， 居民志愿者自
发上阵， 解封日到来， 被设为纪
念守望相助的 “邻里节”； 街道
内的社区核酸检测点， 居民脚下
张贴着少年们用心绘制的抗疫
“文明圈”， 让居民参与核酸检测
的同时感到愉悦和温暖。 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 通州区玉桥街道坚
持 “封控区尽心、 暖心、 贴心服
务 ， 社区核酸检测点温情 、 热
情、 真情陪伴”， 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展现了基层共治、 邻里互助
的强大力量。

日前， 通州区玉桥街道葛布
店北里协辛庄封控区迎来正式解
封。 解封现场， 手里拿着一副对
联的居民商先生在工作人员引导
下， 将写着 “玉桥防控， 党群奋
力终完胜； 见 ‘疫’ 勇为， 民众
齐心自凯旋” 的对联送到了社区
书记付晓雷手中。 “这副对联是送
给广大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
他们是我们心目中的 ‘英雄’！”
商先生表示， 封控期内， 居民们
见证了这些工作人员的坚守与付
出， 大家的心贴得更紧， 更加珍
惜 “邻里一家人” 的情谊。

5月23日， 在通州玉桥街道6
个社区的20余个核酸检测点位，
排队居民有序地站在一列醒目多

彩的 “文明圈” 里。 “文明圈”
中画着核酸采样手绘卡通图、 手
拿针管与病毒作斗争的白衣 “战
士”、 对个人防护要点的详细科
普……居民在排队做核酸之时，
都被这些 “文明圈” 深深吸引 。

这些 “文明圈 ” 中的精彩
内容 ， 出自5位 “玉桥好少年 ”
之手。 据介绍， 5月初， 玉桥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 托 家 园
治 理 平 台 “ 玉 见 APP” ， 发起
“我的玉见记 ‘疫 ’笔记 ”特别活
动， 邀请专业老师为 “玉桥好少
年”线上授课，引导他们记录身边
医护、社工、志愿者或者父母在抗

疫中的感人瞬间， 用力所能及的
方式为抗疫助力 。 街 道 选 取 代
表作品制作成了创意新颖 、 易
于辨识的“文明圈”地贴，替换原
本形式单一的警戒线， 为排队做
核酸检测的居民带来温暖与欢
乐。

5岁的于沐涵家住运乔嘉园
社区， 她指着张贴在地上的自己
的作品表示： “每天我下楼做核
酸， 都能看到好多志愿者叔叔阿
姨， 他们每天都很辛苦。 我妈妈
也是 ‘大白’ 志愿者， 这幅画我
画了7个小时， 希望我的画可以
给他们带来力量！”

两本台账为 “一老一小” 撑起 “保护伞”

近日， 月坛街道 “两新” 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 “不一样的两
米线” 活动， 一道道手绘的精美防疫 “两米线” 让普通的隔离线
不再单调生硬， 大家排队时会主动隔开距离 ， 同时还可以欣赏
“两米线” 上的风景， 缓解等待时的焦虑情绪。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闻昭 李硕 摄影报道

不一样的两米线

通州玉桥街道基层共治同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