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朝阳群众”同心战疫

温暖护航 公交人多举措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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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大姐” 主动请缨做好防疫 “后勤部长”， 二
孩妈妈半个月未回家不分昼夜做好入户核酸检测， 退
休老党员化身 “配药侠” 解决群众用药难题……在朝
阳区， 有这样一群 “朝阳群众”， 他们积极投身疫情防
控第一线， 心手相连， 同心战疫。

□本报记者 孙艳

“热心大姐”主动请缨奔
赴一线

56岁的王静红是太阳宫地区
温馨家园的园长， 疫情期间， 王
静红曾多次带领温馨家园志愿者
积极投身到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中。 她利用网络的便利优势， 策
划、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活
动， 丰富残疾朋友的精神文化生
活， 缓解居家隔离人员紧张焦虑
情绪 。 在保障线上服务 “不打
烊” 的同时， 王静红还发动志愿
者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 数据
筛查、 卡口值守、 送药上门、 送
餐到家等服务保障工作。

10月30日， 王静红所在的一
社区商务楼宇出现阳性病例。 按
照规定， 大厦划定为高风险区，
需要实施封控管理。 由于封控任
务繁重， 需要大量保障人员， 王
静红不请自来， 没有客套寒暄，
斩钉截铁就是一句： “书记， 我
上， 我爱人也能上， 温馨家园的
志愿者也没问题。”

为了能让闭环工作人员准时
进入大厦展开防控工作， 王静红
每天都早早做准备， 天不亮就赶
到物资帐篷， 提前把各项工作做

好，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确保
后勤工作没有纰漏 。 清点防护
服 、 防护面罩 ， 准备消杀用品
……在物资帐篷内， 王静红承担
起了 “后勤保障 ” 这一防疫任
务 。 有时候足足几十箱防疫物
资， 每箱重达三四十斤， 王静红
一箱一箱地搬卸、 分类、 运送，
直至送达封控区每一名一线工作
人员手中。 王静红说， “我心里
只有一个信念———分秒必争， 倾
力守护居民的健康平安。”

在其他工作人员的眼中， 王
静红还是个名副其实的 “热心大
姐”。 每天就餐时间， 为了能让
其他同事先吃上一口热乎饭， 她
总是最后一个吃饭； 为了随叫随
到， 她每天只喝一杯水， 利用用
餐休息的时候去一趟洗手间……
大家都被眼前这位公认的 “后勤
部长” 感动着、 影响着。

“大白”争分抢秒入户检测

近期， 东坝地区不断出现阳
性病例， 接到十混一初筛阳性通
知， 不管多晚， 都要第一时间入
户复核， 东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安佳新和同事们总是 “白+
黑” 24小时轮班。

在接到名单后， 安佳新需要
快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如： 备
齐所有物资、 与司机师傅商定好
路线等， 以减少来回跑的次数，
提升采样效率 。 因为采样任务
重， 连日来， 她和同事们日夜坚
守， 与病毒争分夺秒。 “每天二
三十户吧 ， 早上8点准时出发 ，
下班就没点儿了。”

在问及是否担心感染风险
时， 安佳新坦言： “肯定担心，
但作为医务工作者， 越是在这种
特殊时期越要冲在前面， 更多想
的是负责到底， 采样到位。”

安佳新有两个孩子，大儿子6
岁，小女儿刚刚1岁多，本轮疫情
开始以来， 安佳新至少有半个月
的时间没回家。 “大儿子总是问，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你还会回
来吗？ ’小女儿还不会说话，回家
的时候， 刚开始见到我甚至有些

陌生，但抱起她之后，就靠在我肩
膀上不肯走了。 ”回想这些场景，
安佳新禁不住有些哽咽。

自己上班太忙， 丈夫又在外
地工作回不来， 孩子平常只能由
姥姥看管， 今年8月份， 老人刚
做完脑部手术， 如今还处在恢复
期。 安佳新说： “连续好多天不
能回家， 真挺担心他们。 但是谁
家都有老有小， 同事们也都一直
在坚持， 但是也因为自己职业的
特殊， 对家人们有亏欠。”

即便如此， 安佳新与东坝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医务人
员都坚守岗位， 没有一个人叫苦
叫累。

退休老党员化身“配药侠”

“这个袋子里边是医保卡 ，
这是需要买的药……” 近期， 和

谐雅园社区为保障涉疫楼栋居民
用药 “不断档 ”， 招募志愿者 ，
居民积极报名化身 “配药侠 ”，
在医院和社区之间来回奔波， 解
决大家用药难题。 退休老党员陈
阿姨和王阿姨就是他们其中的一
员。

据了解， 社区工作人员会实
时对接居民用药需求， 将居民的
购药信息仔细收集、 登记， 再交
到志愿者手中， 志愿者开好药后
返回社区 ， 由社区工作人员接
力， 将药品交递到居民手中。 一
盒盒小小的药片， 承载着满满的
爱与关怀， 从社区工作人员的无
条件响应， 再到志愿者的奔走取
药……这是一场有温度的 “接
力”， 更是一场真情与温暖的传
递。

“我只是发挥基层党员的作
用， 看到社区这帮孩子们非常辛
苦， 我们也很心疼 ， 就想着尽
自 己 所 能 帮 他 们 减 轻一些负
担， 也想着能够为邻居做一些事
情，” 王阿姨说道， “其实顾虑
也是有的， 家人身体也不太好，
有时会担心给家人带来影响， 但
是我觉得只要做好防护是没问题
的。”

“平时社区想尽一切办法为
我们服务， 现在社区人手不够，
作为党员， 我必须冲在前面。 我
平时也都去医院开药， 很熟悉相
关的购药流程， 能为邻居解决实
实在在的难题， 一切付出就都值
得。 疫情之下， 我们每个人都出
一份力 ， 对社区就是极大的帮
助。” 陈阿姨说道。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公交集
团客六分公司第九车队在积极协
助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
时， 组织开展各类慰问活动， 切
实关心关爱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公
交职工， 与他们共克时艰， 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

为确保职工在每天高强度工
作中保持体力， 全力以赴抗击疫
情， 第九车队开展多轮摸查， 深
入了解一线职工的需求 ， 分批
次、 分时段为一线职工派发生活
物资及防疫物资， 把对他们的关
爱切实传递到每一位一线职工手
中。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期间职工
的思想动态工作， 对封控在家及
一线运营职工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工作， 连日来， 第九车队通过微

信、 电话等方式慰问奋战在一线
的职工以及因疫情居家隔离的职
工， 及时了解各项需求， 让抗疫
一线职工无后顾之忧 ， 安心工
作。

“估摸着要回来了， 我先把
饭热上， 让他们一回来就能吃上
热乎乎的饭菜。” 969路青年驾驶
员王旭擦拭完微波炉后， 把同事
的饭菜放进了微波炉中加热， 把
对同事的关心关怀融入到细节
中。

下一步， 第九车队将根据职
工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关心关爱
行动， 不断为职工办实事、 做好
事、 解难事， 做好疫情期间一线
职工的后勤保障服务， 让大家充
分感受到公交 “大家庭 ” 的温
暖。

□本报记者 边磊

当前 ， 北京市疫情形势严
峻， 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随着居家人数持续增多， 居民生
活物资线上需求持续增长。 北京
老字号企业纷纷快速响应， 全力
以赴为北京市民提供基础物资，
保障市场供应和百姓日常生活所
需。

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老字号
迅速行动， 积极承担储备肉投放
任务。 重点在长期合作的物美超
市、超市发、京客隆等23家大型连
锁商超以及北京市内200余家“大
红门”肉食专营店进行投放，全力
保障北京市猪肉供应和价格稳
定，以及北京市储备肉库存总量。

同时，借助安平大红门、承德大红
门公司等所属企业产能， 及时调
拨京外产品入京， 补齐储备肉库
存， 在不影响首都市场生鲜猪肉
鲜销价格的同时， 进一步稳定政
府储备肉的总体储备量。

为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
华天集团所属餐饮、 商超企业启
动 “锁价保供”， 在严格遵守防
疫制度的前提下 ， 承诺稳定价
格、 保证品质、 保障疫情期间市
民的饮食服务需求。 该集团旗下
同和居 、 同春园 、 鼓楼马凯餐
厅、 二友居、 延吉餐厅、 庆丰包
子铺、 惠丰酒家、 香妃烤鸡、 新
川面馆等品牌餐饮企业均增加了

外带、 外卖产品供应种类， 引导
市民通过线上渠道和外带窗口采
购日常所需食品。

全聚德集团旗下全聚德、 仿
膳、 丰泽园和四川饭店这四大品
牌也纷纷行动， 通过外卖、 外摆
的方式服务周边居民。 其中， 全
聚德奥运村店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 为附近两
个社区的防疫工作人员提供荤素
搭配、 营养丰富的盒饭， 保证奋
战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吃得
好， 得到了社区和群众的肯定。

各个保供企业也纷纷行动起
来， 保障首都市民生活必需品供
应。 一轻食品集团自承接本轮疫
情物资保供工作以来， 推出爱心
保障包， 里面含有米面、 粮食、
休闲食品、 烘焙、 方便食品、 日
化洗涤用品等 。 同时 ， 为各单
位、 社区和北京市民提供饮料、
酒水、 食品、 日化消毒、 团餐服
务。

超市发目前按平日的3至5倍
量对商品进行备货， 并随时做好
补货。 同时， 加大运力和人力调
度， 做好外地进京车辆和司机的
防疫工作， 确保物流畅通。 并推
出了 “宅家防疫 团货到家 ” 的
水果应急包、 蔬菜应急包、 营养
基础包、 纸巾防疫组合包等暖心
应急包。 北京老字号白塔寺药店
接到西城区国资委将采购974份
防疫物资的紧急任务， 立即组织
全体职工加班加点备货分装。 疫
情期间， 白塔寺药店尽最大努力
满足客户需求， 为抗击疫情做出
贡献。

北京老字号企业同心抗疫保障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