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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隔离酒店的“贴心管家”

董经纬， 崇外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副队长； 文丹丹， 体育馆
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 两
人于2018年喜结连理， 成为一对
“城管夫妻”。

平日里， 他们平凡如你我，
柴米油盐酱醋茶； 疫情来临， 他
们成为冲锋在前的战士， 彼此支
撑，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奉献自己的力量。 战疫中， 他们
用行动书写忠诚， 用责任诠释担
当， 谱写了 “相濡以沫” 的动人
故事。

与病毒赛跑， 支援核酸
检测和大数据筛查

今年4月， 本轮疫情发生后，
文丹丹主动请缨， 成为队里第一
批支援社区核酸检测的队员。 穿
上防护服、 隔离衣， 戴上防护面
罩， 变身一名 “小蓝” 志愿者。
在龙潭西湖核酸检测点， 文丹丹
负责扫码测温、 引导居民、 秩序
维护、 登记身份信息、 通知居民
等工作， 只要有需要她的地方就
有她的身影。

这些工作听起来简单， 做好
却不容易。 由于检测点处于马路
边的空地， 周围居民多， 来往车
辆也不少， 组织排队时要考虑到
在每个人保持两米间隔的基础
上， 不影响交通， 保障沿路排队
居民们的安全。 文丹丹前前后后
忙碌着， 嘴里不停重复着 “请大
家保持安全距离” “共享单车麻
烦停另一侧”， 重复得太多就成
为了她的口头禅。 当看到队伍越
来越长， 个别居民不按规定排队
时， 她迅速找来锥桶在外围拉起
警戒线 ， 形成了一条安全检测
道， 解决排队引导问题； 当遇到
行动不便的老人时， 她会主动上
前进行搀扶， 帮老人扫码登记；
当有学生因为上网课， 时间来不
及需要 “插队” 时， 她一一跟排
队的居民做好解释， 征得大家的
同意……

身着防护服，看不清脸，但防
护服上写着的“城管”二字，居民
们都知道这是城管队员文丹丹。
一位老奶奶对文丹丹说：“等疫情
过去了， 姑娘你脱下面罩我们合
个影， 让我记住你的样子， 谢谢
你……”

董经纬因为工作需要被借调

至东城区大数据中心， 协助处理
市里转派的大数据派单派发 、
汇 总 收 集等工作 。 疫情防控工
作环环相扣 ， 大数据排查是其
中重要一环 。 “每条数据背后
都可能是一个风险人员， 只有我
们干得快， 社区才能管得快， 病
毒才能跑不快！” “早班， 9时至
待定； 中班， 15时至夜； 晚班，
20时至收工……” 在大数据中心
工作期间，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
班时间，早班连着晚班、晚班连着
早班是常事。 “这轮疫情来势汹
汹，传播隐匿、速度快，每天精准
处理上万条信息， 我们这是在和
病毒赛跑，一分钟都歇不得，一个
盹也打不得。 ” 每天当结束工作
时，已是夜里一两点，早已精疲力
竭的董经纬沾床就着。在梦里，他
仰望着夜空， 皎洁的月光洒落在
他和家人幸福的脸上。次日一早，
他又“满血复活”。

坚守本职 ， “三类场
所” 严防严控显担当

商场超市、 商务楼宇、 餐饮
饭馆 “三类场所 ” 由于涉及面
广、 人流量大、 情况复杂， 防控
压力大。 面对疫情， 夫妻二人毫
不畏惧， 他们相信做好 “三类场
所” 疫情防控工作的最佳途径，
就是铆着 “一股子气和劲”， 同
心协力， 坚持再坚持。

作为本职工作， 文丹丹每天
上午在忙完核酸检测后会马不停

蹄地奔赴辖区各 “三类场所 ”，
尤其是针对餐饮单位员工健康管
理、 防止店外占道经营进行执法
检查。 每到一处， 文丹丹就对相
关负责人耐心讲解加大对门把
手、 门帘等人员接触较多区域消
杀的必要性， 强调外卖员进入店
内取餐时做好扫码测温的重要
性， 嘱咐相关负责人要切实履行
疫情防控责任， 不可疏忽大意，
严把每一处防控 “细节”。

6月6日， 餐饮单位恢复堂食
的第一天， 久违的烟火气又回来
了， 餐饮单位经营者和居民们都
很兴奋， 但疫情防控工作可不能
有半点松懈。 文丹丹就早早地对
各 餐 饮 单 位 开 展 上 门 嘱 咐 工
作 ： “大家一定要守好防疫成
果， 千万不能大意啊！” 在与各
餐饮单位负责人交谈中， 文丹丹
不断地叮嘱要把好 “进门关 ”，
强调扫码测温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环节， 所有人一定要扫码测温才
能进店。

“外出执勤一定要记得把口
罩戴好， 天热要多喝水， 注意安
全和防暑。” 这句话， 是董经纬
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当工作间
隙就会千叮咛万嘱咐文丹丹， 因
为董经纬知道妻子身子弱、 工作
强度又大， 文丹丹心里知道这是
丈夫对她最长情的爱。 对妻子的
“时时放心不下”， 是一个丈夫的
家庭责任； 对工作放心不下， 是
城管执法人员的职责使命。

在结束大数据中心的借调工

作后， 董经纬又投入到了 “三类
场所” 疫情防控工作中。 两人在
东城的大街小巷积极战疫， 即使
偶尔碰面， 他们也无暇交谈， 不
能近距离接触， 只能挥一挥手，
虽然脸上都戴着口罩， 但眼神让
他们知道牵挂彼此。 “明白身上
肩负的职责和使命， 因为我们选
择了同一个方向； 并肩逆行， 所
幸， 我们都未曾辜负。”

“双城管家庭”， 女儿
口中的 “世上只有海马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
孩子像块宝”， 这首耳熟能详的
儿歌在女儿 “年年” 嘴里唱出来
时却成为了 “世上只有海马好，
有妈的孩子像海马”。 每当听到
这首被女儿 “改编” 了的歌时，
夫妻两人心中不免涌起阵阵愧疚
之情。 原来，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 两人就黑白颠倒、 很少能在
家陪年幼的 “年年 ” ， 家中的
“海马” 布偶渐渐成了她最好的
玩伴 ， 才有了 “世上只有海马
好， 有妈的孩子像海马”。

每天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早
上与女儿的分别。 早上五点， 董
经纬洗漱完毕， 刚叫醒文丹丹，
女儿就醒了。 女儿抱着妈妈的一
只胳膊哭着说， “不要去上班，
我要跟妈妈一起睡觉， 妈妈别上
班。” 董经纬只能抱着女儿温柔
地说： “妈妈和爸爸要去打跑病
毒， 病毒被打跑了， 我们就可以
带你好好出去玩啦。”

晚上回到家， 一天没有见到
妈妈的女儿总是问： “妈妈你明
天还上班吗？” 不忍心女儿失望，
又不想欺骗孩子， 她的回答是，
“妈妈去上班一会儿， 忙完就回
来啦。” 但这 “一会儿” 准是一
整天， 而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说 “好”， 自我安慰说： “我乖，
我不哭。” 但每当在看着爸爸妈
妈关门而去的时候又会嚎啕大
哭， 跟爷爷奶奶要爸爸妈妈……

作为 “双城管 ” 家庭的孩
子， 女儿 “年年” 很少有机会出
去游玩 。 尤其赶上节假日和周
末 ， 夫 妻 俩 都 得 值 班 ， 能 赶
上 同 一天休息在家实属不易 ，
在别人的朋友圈都在晒去哪儿游
玩的时候， 对于孩子来说能同时
享 受 到 爸 爸 妈 妈 的 陪 伴 都 成

为 一 种 奢侈 ， 更不要说出去玩
儿了。 于是孩子渐渐喜欢上了一
个新的游戏———“吓爸爸/妈妈一
跳”， 就是在听见爸爸妈妈下班
开门的声音时， 躲在卧室， 等爸
爸/妈妈进屋的的时候 ， 动作笨
拙地跳出来 “吓爸妈一跳”， 然
后自己就美滋滋地兴奋好久 ，
在 屋 里 跳 着 脚 转 圈 圈 ， 抱 着
玩 偶 海马嘴里唱着 “世上只有
海马好……”

但 “双城管” 家庭的好处就
是彼此理解与支持。 自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 在工作中两人能
全身心分别投身于自己的工作岗
位， 恪尽职守； 回到家中， 他们
互相鼓励， 互相提醒做好防护。

最美夫妻， 同心共筑疫
情防控长城

董经纬与文丹丹夫妻二人均
于2015年加入城管队伍， 七年的
城管工作中， 他们用忠诚与担当
见证了东城大街小巷的一点一滴
变化， 渐渐地， 对工作也有了一
份特殊的感情。 夫妻二人平时话
都不多， 但他们思想同心、 目标
同向、 行动同步， 这种默契给了
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力量， 他
们脸上也时时洋溢着笑容， 来自
夫妻同心的笑容足以打动任何人
的人心。 面对疫情， 他们以不同
的方式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 用实际行动描绘出 “最美夫
妻” 的画面， 诠释着爱情最美的
模样。

作为队领导， 董经纬要经常
到单位值班 ， 处理各种应急事
项， 工作时间极不规律。 尤其是
到了节假日， 夫妻俩更是不能团
聚， 但文丹丹却无怨无悔。 为了
让丈夫得到充足的休息， 从而更
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文丹丹在
生活上承受了更多艰辛， 而董经
纬也心疼妻子， 尽量抽出空闲时
间来陪伴妻子和女儿。

脸上的勒痕、 湿透的衣衫、
晒黑的肤色、 疲惫的身影， 是这
对 夫 妻 长 时 间 在 战 疫 中 的 剪
影 。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多给
居民一些安全感， 北京能够尽快
实现社会面清零， 回归正常工作
生活秩序，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心
愿，” 夫妻二人经常以此勉励对
方。

“一会儿有接人的车过来，
请放行 ， 一次只能进一辆车 。”
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华能培训中
心， 客务部副经理王卓琍是出名
的 “铁娘子”， 她工作起来总是
废寝忘食。 自去年11月培训中心
成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后， 王
卓琍和工作人员日夜奋战， 用责
任与爱， 让这里温暖如家。

干练、 利索， 是王卓琍给记
者的最初印象。 她腰里别着对讲
机， 手里拿着手机， 说话时语调
铿 锵 有 力 ， 走 起 路 来 脚 底 生
风 。 打招呼的功夫 ， 她的电话
又响起来了……王卓琍作为隔离
点的 “大管家”， 带领工作人员
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隔离人员接待
工作。

“当初确定培训中心为隔离
点时， 我们没有任何相关经验。”
为此， 王卓琍联合其他部门， 连
夜奋战， 对培训中心环境进行改
造， 经过近一个月的共同努力，
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医学观察

任务。
为尽快熟悉改造后的培训中

心， 王卓琍带着大家走遍工作点
位的角角落落。 “如何取餐， 如
何扔垃圾， 从生活区到缓冲区到
观察区的路线是如何规划的， 王
姐都耐心教给我们。” 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在职工们心里， 王卓
琍既贴心又温柔。

“无论什么难题， 只要告诉
王经理 ， 基本都能迅速解决 。”
“天气炎热 ， 一线工作人员从
观察区回来时全身都湿透了， 王
经 理 第 一 时 间 为 大 家 拿 出 准
备 好 的冰块 、 水果等防暑降温
物资， 还给我们配发了晾衣架。”

医疗组组长宋大夫说。 “王经理
没有架子， 她对谁都很好， 昨天
还 给 我 们 送 来 矿 泉 水 ， 嘱 咐
我们再忙也要多喝水。” 岗亭保
安说。

谈及与培训中心的缘分， 王
卓琍腼腆地笑了笑， “2001年来
到培训中心工作时， 只是想体验
一下 ， 没想到一干就是20年 。”
从最初的销售员， 到慢慢担负起
中心接待、 迎检、 协调工作， 再
到成为出色的客务部副经理， 她
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成了大家心
中最贴心的 “铁娘子”。

闭环管理期间， 王卓琍和同
事们一个多月没有回家。 她每天

接打电话数量达上百条， 手机屏
幕不断闪烁。 “每位客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年纪大的客人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 此时就需要反复沟
通。”

此外， 隔离点内医护人员、
后勤人员的生活起居等， 都是王
卓琍的操心事儿。一天下来，虽然
王卓琍时常累得不想动， 但只要
电话一响，她的精神头立马足了，
即刻进入工作状态。 她说： “在
当前的防疫工作之中， 我们党员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时刻
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 坚决守住
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守护人民
群众的健康平安。”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城管夫妻”同心战疫

昌平区小汤山镇华能培训中心客务部副经理王卓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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