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甜甜从小在长城脚下长
大。 2019年， 经过笔试、 体能测
试和培训后， 她和村里其他5人
当上了长城保护员。 儿时在长城
上玩耍的孩子， 如今成为一名保
护长城的卫士， 扛起了保护长城
的大旗。

石峡村位于延庆区八达岭镇
西南部， 在八达岭古长城和石峡
关长城脚下， 三面被长城环绕。
“那是2019年5月， 石峡村的大喇
叭响起招聘长城保护员的广播
声， 村里很多人都报了名 。” 董
甜甜告诉记者， 经过笔试和体能
测试， 董甜甜正式成为一名长城
保护员。

在八达岭石峡村附近， 长城
城关相连，墩堡相望，属古代战略
要地、地势险峻。 体能测试时，有
一个项目是跑800米 ， 上岗后 ，
董甜甜才知道体能测试是非常必
要的， 因为每天爬长城非常消耗
体 力 。 “例 如 ， 到 罗 锅 城 长
城 ， 要 先爬一个小时山才能看

见长城， 再爬20分钟才能到罗锅
城。” 董甜甜说， 陡峭的地方要
手脚并用 ， 摔一跤也是常有的
事。

回忆起上岗的第一天， 董甜
甜收到了一件橙色的马甲和一个
双肩背 ， 包里装有急救包 、 镰
刀、 手套、 垃圾袋等。 “灌木杂
草会对古长城造成损坏， 拿着镰
刀就能在长城上更方便地清除这
些灌木杂草了。” 她说。

现在， 董甜甜每天都会去长
城巡查。 夏天天气热， 她通常早
上五六点就出门， 下午4点后结
束巡查。 每天， 董甜甜都要在长
城上 “连走带爬” 大约10公里，
在巡查中， 她会仔细查看长城有
没有自然脱落和破损的地方， 并
用手机拍下来上传报备。 遇到前
来游玩的驴友， 她会提醒对方要
注意防火安全， 不要乱丢垃圾和
吸烟， 不要随意踩踏古长城。

长城保护工作并不是简单的
“看看转转、 捡捡垃圾”， 虫叮蛇

咬、 暑热冬寒， 都是日常巡查中
经常会遇到的困难， 董甜甜却认
为， 能够见证长城的四季变化，
就已经非常开心。

长年累月的巡护， 让董甜甜
和长城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 。
“我会在长城上拍下很多美景 ，
尤其落日时分， 夕阳将长城周围
的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色 ， 特别
美。” 她说。

董甜甜多年来坚守长城保护
工作，让长城保护、长城文化得到
了传承。通过培训，她学习到很多
石峡关长城的历史传说， 在长城
上巡查时， 她便会化身义务讲解
员， 为游客讲解石峡关长城的故
事。此外，让董甜甜欣慰的是，自
己8岁的女儿也常常会跟随她上
山巡查， 并和她一起进行劝导讲
解，成为一名“小小长城保护员”
和“长城文化传播小使者”。

董甜甜说： “能够为子孙后
代保护家乡的长城， 是一件光荣
的事情， 我做的一切都值得。”

□本报记者 周美玉 / 文 曹立栋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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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康飞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有这样一支队伍： 日间， 他
们有呼必有应 ， 奔走在各个法
庭， 处理法官和当事人庭审时遇
到的网络系统问题； 夜晚， 他们
穿行在楼道里， 逐一检查信息化
设备。 他们专业过硬， 熟练掌握
网络安全、 系统应用、 大数据、
云计算等多项技术， 保障法院各
类案件庭审及重要活动； 他们不
惧繁杂， 完成着接通电话线路、
维修打印机、 安装办公软件等内
容 ， 护航法院各项工作平稳推
进。 他们就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信息技术运维团队。

热线24小时待命
提供便捷技术保障

深夜， 信息技术服务台热线
铃声响起。 “您好， 我的打印机
墨盒没有墨了， 现在还能领一个
新的吗？” “可以的， 您现在过
来 ， 我帮您换新 。” 五分钟后 ，
干警来到服务台， 欣喜地说道：
“一份文件急着打印， 突然就没
墨了。 我就试着打了电话， 没想
到你们也在加班 。 真是太感谢
啦。” “别客气。 您什么时候来，
我们什么时候在。” 当天在服务
台值班的工程师徐海棠说道。

为了给干警提供及时便捷的
技术保障， 2021年， 运维团队推
出了全天候在线服务。 只要干警
有需要 ， 无论在夜间还是节假
日， 热线24小时待命。

作为干警的第一联络窗口，
信息技术服务台热线时常响不
停。 每天， 接线员苏双和徐唱唱
要接听百余个来电。 一部分需求
在接听当时解决， 一部分要现场
处理的需求会马上派发工单。 通
常在3分钟内工程师就会赶到现
场 。 从打印机 、 电脑等硬件维
修， 到系统恢复、 功能调试， 工
程师尽力用最短时间解决干警遇
到的技术问题。

每周， 工程师王悦通过数据
分析将一周来干警咨询多、 难处

理的问题汇总排名， 运维团队结
合排名讨论出解决方案， 降低问
题再发频率。 针对易操作的小问
题， 运维团队会把解决办法录制
成小视频， 让干警随时翻阅、 一
学就会。 视频录制已有58期， 有
效帮助干警提高办案办公效率。

不断开拓创新思路
提高案件审理效率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技术
做不了的” 是运维团队始终秉持

的信念。 法院案件数量多， 信息
化手段可以助力高效审判。 为了
给法官减轻办案压力， 运维团队
不断开拓创新思路， 为提高案件
审理效率助力。

目前， 二中院在用信息系统
100余个， 覆盖审判执行、 审判
管理、 政务管理等各个方面。 工
程师陈红叶每天一上班， 便和同
事们马不停蹄地处理系统使用咨
询 。 他们对每个电话都耐心指
导， 经常在下班后为干警答疑解
惑。 每月底， 他们把问题一一做
分类整理， 哪些是干警近期的高
频问题、 哪些是同上级法院跟
进关注的问题 ， 都归纳得清清
楚楚。 他们会结合问题有的放矢
地与干警进行电话沟通， 并开展
实地调研座谈， 了解系统使用的
难点、 痛点， 分主题开展专项培
训。

工程师管征每周向庭室制发
《案件数据质量分析》； 陈小龙主
动研发 “庭审录像解析下载工
具” 程序， 把庭审录像下载能力
提升了90%， 提高了案件结案归
档效率； 乔永红、 王鹏飞及时响
应网、 端、 屏内容展示需求， 为
院区氛围营造贡献力量。

驰而不息练兵准备
快速有效完成任务

在众多工作中， 对运维团队
历练最深的还是大要案审理。 有
一次， 一个刑事案件的庭审， 仅

被告人就有85名， 加上公诉人、
辩护团队等 ， 这次庭审要满足
100个人同时开麦讲话。

接到任务后， 在主任李跃洲
带领下 ， 运维团队即刻接受任
务。 他们对40个不同品牌、 不同
型号的近千种设备逐一交互匹
配。 经过数百次调试， 最终给这
100个话筒都匹配了最优音质 ，
用超预期标准完成了大要案庭审
的保障。

多年来， 运维团队时常在一
天内要兵分几路同步保障大要案
庭审、 新闻发布会、 外单位来院
调研、 多级法院联席会议等重要
活动。 一次次直面重大保障任务
的底气， 来自于团队日常驰而不
息的练兵准备。 团队经常在大法
庭、 执行指挥中心等重要场所开
展实景演练， 通过模拟不同故障
发生场景， 考验成员应急处突能
力， 评估成员专业知识储备， 对
保障方案进行查缺补漏， 从而提
升重大活动保障能力 。 正因如
此， 面对 “急难险重” 保障任务
时， 运维团队才能够快速反应、
有效应对。

“虽然我们只是全院工作中
一颗小小的 ‘螺丝钉’， 但我们
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好自
己的分内事， 服务好每位干警、
保障好每项工作。” 这是北京二
中院信息技术运维团队每一位工
作人员的心声。 他们会继续坚守
岗位， 为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强
有力支撑。

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长城守护员董甜甜：

为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运维团队

长在长城下 愿做护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