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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用“逆行”诠释初心

■首都工会人

和时间赛跑
把工作效率“变现”

5月1日， 正在参加居住社区
志愿服务的陈贺接到了朝阳区总
工会选派支援十八里店乡周庄村
防疫工作的任务。 作为长期坚守

抗疫一线的 “老兵”， 陈贺没有
任何犹豫， 第一时间服从安排，
来到新的抗疫战场。

疫情的反复， 让陈贺清楚认
识到疫情防控工作最需要的就是
时间 ， 要想有效阻断疫情的传
播， 就必须和时间赛跑。 因此，
从支援的第一天开始， 陈贺就每

天坚持凌晨6点到达村委会， 把
所有准备工作提前做完， 穿戴好
防护服， 带着队员准时到达周庄
村弘燕路小区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

起初， 陌生的环境， 不同的
团队， 需要大家在工作中不断磨
合。 经过十多天的摸索， 在了解
小区情况和熟悉工作后， 陈贺为
小区按楼设定了5个临时核酸检
测点和1个入户流动检测组， 更
新了近千名居民的基础台账。 每
天定时通过喇叭喊话组织每栋楼
的居民有序下楼到指定地点参加
核酸检测， 通过工作流程的不断
完善 ， 切实提高了核酸检测效
率 ， 得到了居民和村委会的称
赞。

每日爬楼梯千余层
热诚服务获居民肯定

由于很多居民需要接受入户
核酸检测， 而且多是重点管控人
员或是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位
置也比较分散， 这给核酸采集工
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这时， 作
为队长的陈贺主动请缨， 承担起
这项工作。

“由于老旧小区没有安装电
梯， 我每天左手拿名册， 右手拿
采集设备， 腰间绑着装有核酸试

管、 咽拭子和酒精的袋子， 一家
一户上门为居民核酸采样……”
就这样 ， 陈贺每天上下楼千余
层， 敲门百余次， 挨家挨户上门
为居民进行采样。

炎热的天气让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全都湿透， 面罩和眼镜也满
是雾气和水珠， 但由于采样任务
重、 时间紧， 容不得耽搁， 每次
只是简单调整， 陈贺便又投入到
了下一户采集工作中。

当遇到独居高龄老人的时
候， 除了完成采样工作， 陈贺还
会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生活困
难， 需要提供什么帮助。 经过几
天的检测， 大家都认识了这个积
极阳光的年轻人。 有一次没等陈
贺敲门， 一位老人就提前打开房
门说道： “小伙子， 一大早我就
等你了， 刚听到楼里的脚步声就
知道你来了， 你们辛苦啊。” 老
人的话让陈贺心里暖暖的， 忘记
了疲惫。

党旗所指即工会所向
万般辛劳只为初心

由于陈贺带领的团队里年轻
人多，学习业务快，工作效率高，
村委会领导决定将环卫一清场职
工的集中核酸采集任务也交给他
们完成。因此，每天陈贺要带领队

员们进行一次转场。 由于工作结
束往往在下午1点左右，经常会错
过午饭时间。下午短暂休息后，陈
贺又投入到分组流调排查、 录入
信息、 为弹窗居民解答政策等工
作。

5月11日， 陈贺接到了新的
工作任务， 在十里河灯饰城加开
临时核酸检测点， 周边公寓的住
户近2000人的全员核酸检测由他
们负责完成。

“一上岗就是近6小时的连续
工作。为了能让居民减少等待，我
们经常是一上午一口水不喝，一
分钟不休息， 不间断地高效率开
展工作。 ”面对一次次新的任务和
挑战， 陈贺带领的团队总能一丝
不苟地完成任务，没有一人掉队，
没有一人抱怨， 用热诚细致的服
务让居民安心、放心。

“我们始终坚持防疫无小事
的工作原则， 闻令即动、 随令而
行， 风雨无阻、 任劳任怨， 坚守
在防疫工作的各个岗位， 把将工
会 ‘娘家人’ 的关怀送到职工群
众身边作为初心使命， 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 ‘党旗所指即工会所
向， 党政所急、 职工所需即工会
所能’。” 经历了十几天的一线防
疫工作， 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朝
阳区总工会选派的工会干部， 陈
贺有很深刻的感悟。

“您需要持 《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解除告知书》， 向自己所在
的社区报备， 进行为期7天的健
康监测” “提前联系好厨房， 做
好剩余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的餐饮
保障” ……日前， 快乐假日集中
医学观察点内的300余名集中隔
离人员正式解除集中医学观察，
返回居住地接受为期7天的健康
监测。 从清晨开始， 延庆团区委
副书记、 快乐假日集中医学观察
点点长马俊飞就一刻都没有闲
着， 他不停地接打电话、 到办公
室指挥调度， 与人员所在地进行
对接、 明确转运时间， 确保集中
医学观察人员安全顺利回家。

在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时，
马俊飞曾任北京快乐假日大酒店
驻店保障小组组长， 4月6日才刚
刚离开奋战了75天的冬奥闭环战
场。 仅仅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他
就因突发的疫情被紧急召回保障
点， 成为了首批返回抗疫一线的
冬奥服务保障人员之一。 “4月
22日下午4点40分 ， 我突然接到
消息， 有一批医学观察人员要入
驻快乐假日集中医学观察点， 要

立即启动冬奥保障体系。 48分钟
后， 我就带着简单收拾的行李到
达了酒店， 再一次开始了保障工
作。” 马俊飞回忆说。

作为集中医学观察点点长，
马俊飞身上的担子格外重。 刚刚
到达隔离点， 他就迅速开始推进
工作———对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通
道和硬件设施进行布局， 做好保

安、 消杀、 医护等工作人员的部
署和管理，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明确各项工作流程……在此过程
中， 马俊飞和同事们还制作了医
学观察点的示意图、 医学观察人
员动态信息表， 确保做到对医学
观察人员数量的实时掌握， 同时
对医学观察人员接报、 接收、 管
理、 解除过程中的各项程序和管

理流程也进一步固化， 保证了集
中医学观察点内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地开展。

除了统筹组织好集中医学
观 察 点 的 正 常 运 转 ， 医 学 观
察人员的诉求保障工作也是马
俊飞关注 的重点 。 他说 ： “医
学观察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
待在房间里， 心理压力很大， 诉
求也很多。 因此， 我们要积极主
动做好保障工作， 尽力让他们以
平稳乐观的心态度过这段隔离时
光。”

马俊飞和工作人员针对集中
医学观察人员的实际诉求制定了
很多个性化的服务保障措施———
集中医学观察点里有不少学生需
要上课和心理疏导， 他们就联系
延庆区教委等相关部门， 为孩子
提供在线辅导； 有的人员需要定
期打胰岛素， 工作人员就在他的
房间里配备了冰箱； 有的人员身
患甲亢， 做饭时就要为他单做一
份不加盐的食物； 一位老大爷身
患8种疾病， 需要的药品也由他
们第一时间配置到位……经过马
俊飞和同事们的协作配合和精心

准备， 保证了集中医学观察人员
的身体健康安全， 也尽力为他们
创造了相对舒适的隔离环境。

每天一睁开眼睛， 一件件工
作就会压到马俊飞身上， 忙活到
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也是常事。
作为冬奥延庆赛区快乐假日大酒
店驻店小组成员的王卓凡， 在冬
奥服务保障工作中就曾和马俊飞
一同工作， 这一次， 他们又在集
中医学观察点重新聚首。 在她眼
里 ， 马俊飞是工作上的 “掌舵
手”、 生活中的 “老大哥”， 思虑
周全、 办事牢靠。 “马组长业务
能力很强， 能把所有工作的职责
范围细化分类， 做好统筹衔接，
确保工作运转高效。” 王卓凡说。
但在马俊飞眼中， 这些事都是自
己应该做并且应该做好的 。 他
说： “我是党的干部， 有任务交
给我， 我就一定要坚定应下、 并
且做到我能做到的极致。”

目前， 延庆区集中医学观察
点内尚有部分集中医学观察人员
需要继续医学观察， 马俊飞也将
坚守岗位， 继续做好集中医学观
察点的管理和保障工作。

延庆区集中医学观察点点长马俊飞：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董明昊

用冬奥标准做好集中观察点服务保障工作

朝阳区总工会干部陈贺：

风雨无阻， 任劳任怨， 终成令人信赖的抗疫 “老兵”； 每天爬楼梯千余层， 用劳碌
的汗水和热诚的服务赢得居民肯定； “党旗所指即工会所向， 党政所急、 职工所需即工
会所能” 这是他的信仰， 也是他的坚守， 他就是朝阳区总工会干部陈贺。

马马俊俊飞飞 （（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