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搭建销售平台解果农燃眉之急
70余亩油桃受灾

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大棚大
面积积水、 农林作物损伤严重。
为更好地助农纾困解忧，给广大
果农减少经济损失， 连日来，昌
平区小汤山镇多方协调，联合属
地企业北京九华山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对镇域内的受灾
果农展开爱心助农行动。

摘果、清洗、密封、装箱……
在小汤山镇虫乐农庄绿色生态
园，记者看到，果农们在自家果
园里正忙着采摘。 这几天，园内
有近70余亩油桃因暴雨受灾，直
接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 “现在
正值油桃的收获季节，这些油桃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销售，就会
出现烂果的情况，我们肯定损失
惨重。 ”为此，虫乐农庄绿色生态

园负责人齐春辉可是伤透了脑
筋，“好在小汤山镇政府出面，帮
我们解决了大难题，不仅帮忙抽
水排水， 还给我们对接了企业，
帮我们把油桃卖了出去。 ”

经过与受灾果农协商，小汤
山镇政府与属地企业九华集团
积极对接，为果农提供爱心助农
直售平台，帮助他们迅速低价出
售水果，最大程度减少果农经济
损失。

目前 ， 小汤山镇政府正在
抓紧帮助镇域内其他种植园梳
理可售卖的鲜桃 、 黄瓜 、 西红
柿等蔬果 ， 并推广孵化 “一园
一企业 ” 对接帮扶模式 ， 尽快
完成帮扶成果转化 ， 护好果农
“钱袋子”。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周紫欣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路芹
“因为大暴雨， 我们社保

中心的网络现在还是中断状态，
可今天是灵活业务结账的最后
一天了。” 近日， 门头沟区社保
中心工作人员在全市社保业务
微信工作群里说。

如果灵活业务结账不成功，
社保数据将无法推送到税务系
统， 这将造成灵活就业人员扣
款不成功， 可能会出现灵活就
业人员个人社保断保。 面对这
种情况， 通州区社保中心综合
服务科相关负责人主动与门头
沟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取得联
系， 提出用远程协作的方式，由
通州区社保中心来办理门头沟
区的业务，通过跨地区、 异地登
录账户的方式， 帮助门头沟社
保中心完成社保结账业务。

为保证此项业务能够顺利
进行， 通州区社保中心工作人
员紧急抽调业务骨干， 成立了

与门头沟区社保中心对接结账
工作小组 ， 双方工作人员通过
手机联系 ， 一次次远程扫码 、
一次次登录系统 ， 经多次尝试
后， 终于成功登录了系统。 每一
步的业务操作后，还要通过微信
核对名单，确保在紧急的情况下
业务办理毫无差错。

其间 ， 通州区气象台发布
了橙色预警 ，2个小时内将有暴
雨。 对接小组的通州区社保中心
工作人员克服家里还有孩子在
幼儿园需要去接、身体不适等困
难，纷纷表示：“为群众排忧解难
是我们的 ‘天职’， 同为社保战
友 ，我们更应该风雨同舟 、共克
时艰。 ”经过两区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携手合作 、集体作战 ，终于
顺利完成任务，保证了门头沟区
6000余名享受补贴的灵活就业
人员扣款成功，这也是两区首次
实现跨区社保业务结账。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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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以来，北京出现极端
强降雨天气。在此轮强降雨中，为
保障居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部分
地区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位于
丰台区南苑街道的燕保·南苑家
园作为北京保障房中心管理运营
的市级应急保障基地 ， 接收了
1200余名来自房山区琉璃河镇的
安置群众。 他们日常生活如何保
障？ 记者前往安置点进行探访。

“到这里3天了， 24小时都
有热水洗澡 ， 饮用水和热水都
有， 生活特别方便。” “今天早
餐吃了小米粥、 包子、 鸡蛋、 土
豆、 咸菜， 一日三餐都特别好。
乡亲们住在一起 ， 跟在家里一
样。” 不少安置群众对安置点的
服务纷纷竖起大拇指。

记者走进一间安置室， 大概
20平方米的屋子里面整齐地摆放
着三张床， 空调吹出习习凉风缓
解了夏末的闷热。 大人聚在一起
聊天， 孩子则在一旁安静地写着
暑假作业， 热水间、 盥洗室、 便
民超市一应俱全 ， 每天9： 00-
22： 00还可以在走廊处看电视。

“我是连夜坐着冲锋舟出来
的， 紧急撤离的时候水已经快没
到二楼了 ， 之前整宿整宿睡不
着， 转移到这边以后沾床就睡着
了， 心里终于踏实了。” 吴会利
一家三口8月2日到达南苑家园安
置点， “特别感谢帮助过我们的
人， 辗转了很多地方到达安置点
后， 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
准备， 空调、 热水、 一日三餐再
也不用担心了。”

“南苑家园总面积8万余平
方米， 共有2000余间房， 可以容
纳5000余人同时居住。 目前我们
已经接收了房山区琉璃河镇7个
村， 共1200余名安置群众， 每个
房间内都配有空调， 全新的床品
和基本生活保障用品一应俱全，
让群众进来就能直接入住 。 另
外， 根据安置群众的需要， 还将

陆续配齐医疗、理发、快递、外卖
等相关配套服务。 ”南苑安置点项
目运营负责人李明说， “属地南苑
街道为我们送来了1000箱矿泉水
等生活物资。丰台区住建委、区卫
健委等单位也提供了大力的支
持， 保障安置点场内和周边环境
的运行顺畅。 ”

中午11：30，午餐已经制作装
盒配送到位， 工作人员正挨门挨
户发到安置百姓的房间中。 “您
好，午餐到了，天气热，您一定尽
快吃完，不够的话再跟我们说。 ”
记者看到， 午餐有一荤两素和酸
奶，冬瓜炒丸子、蒜蓉豇豆、清炒
快菜等家常菜色香味俱全， 掀开
饭盒香味扑鼻， 瞬间令人食欲大
开， 主食有米饭和刀切小馒头两
种， 沉甸甸的分量很实在。

记者来到南苑家园安置点的
便民超市， 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 各类生活用品零食饮料应
有尽有 ， 不少安置群众前来选
购。 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食、 饮
料， 还有桃子、 西瓜、 火龙果等
时令水果。 “正值夏日，我们还专
门引进了一批花露水和驱蚊产
品，担心有的群众出门仓促，也准
备了水杯、餐具、洗护用品等， 而

且价格都跟超市一样。 后续如果
有其他想要选购的物品， 我们也
会按需进货， 尽可能满足大家的
生活需要。 ”李明告诉记者。

丰台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得知房山区部分受灾群众
转移安置到丰台区南苑家园的消
息后， 丰台区住建委立即派出３
名干部与项目运维方及房山区住
建委第一时间对接开展工作， 时
刻关注已入住群众的生活需求，
协助协调生活物资保障到位。 与
卫健部门联系医疗团队进驻， 帮
助紧急就医居民协调救护车， 协
调物业帮助携带胰岛素居民寻找
到冰箱储藏药品。”

南苑家园安置点为有需要的
群众开展基础的医疗服务， 基本
可满足居民日常用药需求。 “我
们准备了碘伏、 云南白药、 氧气
袋、 降压药、 治过敏药等应急药
品， 同时可以提供血压测量、 血
氧测量等服务。” 负责医疗保障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71岁的王国刚正津津有
味地吃着午饭 ： “没有后顾之
忧， 我们老百姓来到这里就看见
了希望。 我们就踏踏实实地在安
置点等待返回家乡的好消息。”

“放心，王平小学平安。 ”收
到这条报平安短信，门头沟区教
委主任曹彦彦长舒了一口气 ，
“这是校长爬山40多分钟找到信
号发回来的，我知道他们一定会
平安的，这下心里终于踏实了。 ”

连日来 ， 在遭遇史所罕见
强降雨 ， 并诱发山洪险情的面
前 ， 门头沟区教育系统1000余
名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一线挑
重担 、 当先锋 ， 在安置保障点
与社区居民同甘苦 、 共患难 ，
展现了教育人的责任担当。

曹彦彦介绍 ， 在汛情来临
前， 门头沟区教委提前做了部
署， 号召全区所有学校立即主
动向所在乡镇 、 街道 、 社区 、
村庄报到 ， 打开校门 ， 主动参
战， 应对汛情 。 “乡镇街道提
前挨个学校勘查 ， 哪个学校可
以临时作为群众安置点就提前
设置， 准备行军床等一些必要
的物资 ， 校长们都没回家 ， 带
着干部在学校坚守。”

灾情发生后 ， 门头沟区教
委按照受灾区域将学校划分为
中北城学校 、 南城学校 、 山区
学校三个区域 ， 各个学校党员

干部迅速融入镇街指挥体系，目
前已腾出宿舍、教室等安置受灾
群众和抢险救灾、服务保障人员
3000多人，安置人数还在持续增
加。 从92岁的老奶奶，到不满周
岁的小婴儿，门头沟教育人都尽
最大努力服务保障好，让学校成
为大家临时的安心舒心之所。

妙峰山民族学校地处门头
沟山区 ， 目前学校已成为附近
受灾群众的安置点 ， 在断水断
电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 ， 学校
干部教师与260多名安置群众共
渡难关 。 在东辛房小学 ， 干部
教师和安置居民打着手电互帮
互助 ， 接雨水冲洗厕所 、 打扫
卫生 、 杀菌消毒……校长带着
干部教师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
保障 。 在三家店小学 ， 除了安
置附近的受灾群众外 ， 还有滞
留乘客， 学校专门打开图书室、
校史馆 、 书画教室等场所带领
居民参观 、 阅读交流 ， 组织大
家一起做手工 ， 校长田俊晓还
专门为孩子送上水果 ， 在特殊
时期用教育人的实际行动传递
温暖 ， 安抚疏导心理 ， 保障安
置群众安心暖心。

京师实验中学作为救灾物
资空投转运点，已于8月1日晚接
收第一批物资 ， 学校干部教师
分类打包 ， 很多教师和初三毕
业生主动赶回学校帮助打包 、
搬运 。 “加油 ， 我们在一起 ”
“盼平安” ……老师和同学们用
心在物资箱上写下祝福， 传递关
爱和温暖。

“接到空投转运任务 ， 我
在校长群里一发 ， 有的校长直
接跑到教学楼楼顶测量尺寸 ，
看能否符合停机条件 ， 大家都
愿意付出一份力量 。 ” 曹彦彦
说， “红色的飞机在操场起落，
周围很多居民出来趴在栏杆上
看 ， 我们感觉学校和附近居民
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 有时候空
投人员还会带来山区学校的一
些消息 ， 我们就能知道学校没
事， 是安全的。”

“在防汛救灾面前，我们的
干部教师、我们的学校早已和街
镇、居民融为一体 ，大家能在学
校吃一顿饱饭， 喝一杯热水，换
一件干净的衣服，我们希望学校
能成为这样一个小小的灯塔。 ”
曹彦彦表示。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臧晓菲

丰沙线上行22km附近， 因
山洪爆发， 造成路基冲毁， 形
成16米长 、 5米宽 、 3.7米高的
“大坑 ”， 铁路线路中断运行 。
连日来， 丰沙线多趟列车受困
旅客的信息牵动着社会各界的
心。 为了能尽快恢复线路， 将
旅客们运送到安全地点， 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山
洪过后， 迅速组织对此处的抢
险救援工作。

北京工电大修段临危受命，
承担了配合北京西工务段抢险
任务。 接到命令后， 该段天津
桥隧大修车间第一批27名抢险
队员立即从天津赶往北京门头

沟区 ， 面对山洪过后的满目疮
痍 ， 配合勾机 、 铲车 ， 用手拉
肩扛的方式迅速恢复平整场地，
连续奋战3个小时， 达到搭设枕
木垛条件。

该段抢险人员不惧艰险，佩
戴好安全头盔 、 防护马甲等装
备，几个人一组，搬运枕木，搭设
枕木垛，沉重的枕木压得脖子侧
向一边，只能交换着肩膀两边扛
运枕木，0.5米、1米、1.5米……在
汗水的洗礼下，枕木垛以肉眼可
见的速度“变高”。 整整5个小时，
枕木垛“托”起了线路，滞留的旅
客们终于能安全走过线路，换乘
对面接应的列车。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李俊毅 吴佳泽“甘做防汛救灾中的小小灯塔”

暴雨中 通州社保向门头沟伸出援手“来到这里，心里终于踏实了”

用汗水“托”高枕木

为保障6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权益1200余名房山安置群众在丰台南苑有了“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