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17本疫情防控工作台账、
23批次接收处置大数据、41期疫情防控日报……在
南苑街道的抗击疫情一线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的

“对手”是庞大和琐碎的信息和数据，他们就是疫情防
控医疗保障组。

医疗保障组成立之初，刘欣妍作为组内唯一成
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任务，不仅要负责制定医疗保障
协调组工作方案，绘制确诊、疑似病例应急处置流程
图，还要统计上报各种信息数据，撰写“每日战报”。
尤其是在启动防控工作前期和返京高峰阶段，刘欣
妍每天都要接到七八十个社区打来的各种咨询电
话，她总会耐心细致解答，指导帮助社区精准做好防
控工作。

在医疗保障组中，与刘欣妍一起搭档的隗金玲，

返京隔离期后迅速加入队伍。“8小时内”都在医疗保
障组的隗金玲，还兼顾业务工作，她利用“8小时外”密

切关注着相关管理系统，随时做好审核和服务，确保
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两不误。

南苑街道疫情防控医疗保障组中还有一位“老
大哥”——今年54岁的邓学武，他每天上午到包片社
区翠海明苑社区参加防控工作，下午就对照当日返京
人员、隔离观察人员等名单，挨个打电话联系掌握其
身体状况，时间最长的一次连续打了3个半小时。“半
天下来，连续打 70 多个电话，口干舌燥，头都嗡嗡
的。”其间，邓学武突然高烧39.2摄氏度，在家休养中
还不忘工作，继续对不接电话人员短信询问健康状
况，退烧后第一时间就返回工作岗位。

南苑街道疫情防控医疗保障组以“精、准、快”的
工作作风和责任担当，默默坚守在一线防控人员的大
后方，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

南苑街道疫情防控医疗保障组数据背后的坚守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怡菲）左倍倍是东高地
街道团工委的团建督导员，春节后返岗第一天，
就赶上了街道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左倍倍服
从安排，先后到万源西里、万源东里两个社区支
援。一天至少两个班次的值守，大风、大雪，夜
里八九点，左倍倍和所有社区工作者一样，兢兢
业业地坚守在岗位上。偶尔有的同事找到她，
不论是替班还是倒班，她都痛快答应，面对同事

的感谢，她说：“举手之劳，孩子暂时也不在身
边，家里就我自己，岗位更需要人。”

一个月以来，左倍倍整个人都“沉”到了社
区防疫工作当中，站岗值守只是她的一小部分
工作，还要摸排返京人员信息、为居家隔离人
员买菜取物、上门发放出入证等等，小小一个
社区，每天要走上万步。忙着一线防控的事儿
还不够，团工作也不能落下。团区委支援的物

资，组织的志愿活动，开展的帮扶项目，凡是关
系到一线物资保障以及青少年帮扶的团工作，
左倍倍都一丝不苟，逐一落实到人。

一家四口，分隔三地，身为军嫂的她，第一
次收获了来自军人老公的致敬：“倍倍同志，向
你致敬，现在你们是最可爱的人！”虽然在工作
上倍倍一直乐观积极，但是想到远在山东的孩
子们，她还是有些伤感：“辅导儿子作业，基本

都得靠微信或者视频，不能手把手地教，挺着
急的。”3岁的女儿隔着手机一遍遍地喊妈妈，
她也只能安慰孩子：“等爸爸妈妈忙完了，家里
平安了，就接你回家。”

从一名专职的团建督导员到一名社区一
线疫情防控的“战士”，左倍倍践行了青年人的

“一块砖”精神——只要群众有需要、组织有安
排，就一定能做到“哪里需要哪里搬”。

■大年初五，区委党史办左曙毓下沉到宛平城
南社区，正好赶上社区第二轮入户排查，每天连续
好几个小时走街串巷、敲门入户。随着防控工作开
展，她参加3个“无物业”“无保安”小区出入口的值
守，查验出入证、检测体温、登记返京人员信息，一
支测温枪、一支笔成为她最主要的办公工具。由于
爱人在山东照顾公婆，姐姐援非，照顾八旬父母的
重担落在左曙毓的肩上。她总在下班之后为两位
老人送点肉菜、生活用品到家门口，为了避免传染
风险，她站在门口，打个招呼就返回自己家中。一
个多月以来，左曙毓忙碌而充实，她感叹道：“与社
区工作人员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让我更加深切
感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党和国
家保卫人民安全更不是套话，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在
疫情面前‘逆行’的艰辛和不易。”

■作为莲花池公园最年轻的园林工程师，陈宇
峰从2月7日开始就一直奋战在太平桥东里社区疫
情防控一线，成为社区疫情防控的“守门员”“快递
员”和“宣传员”。太平桥东里属于老旧小区，24栋
楼3000多户，居民6900多人，陈宇峰积极配合属地
工作，当起了兼职“守门员”。在每日成百上千人次
的检查询问中，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好查证、测温
和登记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陈宇峰还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多次在小区快递“无接触”投
递、体温测量规范性等问题上建言献策，另一方面
积极配合社区开展防控知识宣讲和群众心里安抚
工作。近日，太平桥东里社区与下沉工作组所有党

员共同成立社区防疫一线临时党支部，他被推选为
宣传委员。 （王完泉）

■3月8日晚9点，天还下着雨，南苑乡果园村
党委书记陈涛又如期来到村口值守点，他手里拿着
几把雨伞，下车就问：“便民伞还够不够？值班人员
都有伞吧？”随即又检查了当日的值班情况。疫情
防控工作已经开展了四十多天，他以实际行动践行
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作为村党委班子的“一
班之长”，陈涛靠前指挥、严密部署，科学统筹疫情
防控工作。每日会商布置完工作后，就奔走在各单
位、各检查岗部署落实、督导提醒，询问每一处细
节，每天晚上还要坚持“夜查3小时”。陈涛说：“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这都是我应尽的职责。防控工作
正处于关键阶段，思想不能有丝毫松懈，工作不能
有丝毫放松，我们所坚守的岗位，保护着果园村辖
区老百姓一方平安，容不得一点马虎，不能有一点
闪失。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相信，坚持下
去，胜利最终属于我们！” （姜健 曾威威）

■王增瑞是区检察院下沉长辛店街道芦井社
区的一名年轻干部。在检察院，王增瑞的职务是检
察官助理。刚来到社区时，身为“90后”的王增瑞对
社区工作还有些不大适应。“在检察院时，每天的工
作主要是和卷宗打交道，而来到社区一线，每天都
要和形形色色的居民沟通。”经过了最初的磨合，王
增瑞很快便适应了社区一线防控的工作。守门岗、
测体温、查证件、基本信息登记、贴海报、入户宣传
……王增瑞在娴熟地做好社区防控工作的同时，还

主动申请承担了和外籍居民交流的任务。他主动
入户，每日用英语通过微信联系外籍居民对其居家
医学观察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指导。王增瑞说：

“社区工作是一项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岗位，在防控
一线的社区工作者们都十分努力，对我也非常关
照，我还要继续在社区中锻炼自己，让人沉下来、心
沉下来、作风沉下来，将检察人员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社区岗位发扬光大，站好社区疫情防控的‘铁’
岗。” （李海成）

■62岁的金霞是卢沟桥街道民岳家园社区一
位退休的老同志。正月初三一大早，社区就收到了
她的请战书：“我是社区志愿者，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社区需要请找我，我时刻准备着！”社区先安排
她做楼院民情信息的收集工作，后来她又参加了门
岗防疫一线工作。除了值守大门，她还利用社区

“老人”人熟优势，积极参与保障独居老人等社区
困难群体和返京居家观察人员生活的“邻里守
望”行动，成为“跑腿队”的一员。社区好多老人
不会网购，他们就把需要买的东西通过语音发给
她，她收集整理后和工作人员一起买好东西再送
到老人家门口，同时，还定期为密接者和返京居
家观察人员送去新鲜的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东西放到门外，她隔着门喊一嗓子，听见居民的
回音，不等开门我们就走了。尽量减少接触，有利
于防控。”与金霞“搭班”的志愿者很满意。“疫情不
见面，雷锋依然在。”接受金霞等志愿者服务的居民
也如是感慨。 （杨新武）

本报讯（通讯员 蔡旖旎）“居民开
车进社区不配合登记，强行闯入该怎么
办？”“外地回京人员如果不严格遵守居
家隔离规定怎么办？”这是丰台街道妇
女维权“云讲堂”中社区干部提出的诸
多问题。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干
部妇女维权法律知识和服务能力，丰台
街道携手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开展以

“凝聚妇女力量 同心依法战‘疫’”为
主题的妇女维权法律知识“云讲堂”。
3 月 9 日下午，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在
线连接社区干部，进行妇女维权法律
知识、《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的
远程培训。

本次微信视频“云讲堂”从三个方
面着手，一是开展疫情期间防控相关
法律风险提示；二是通过真实案例讲
解哪些行为属于家庭暴力，讲述家
暴对社会家庭的危害，详细讲解反
家暴的干预手法和技巧；三是对社
区提出的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困惑进
行在线解答。

据悉，“云讲堂”通过微信视频，分
批次开展，社区干部结合自身工作安排
选择时间段参加培训。接下来，丰台街
道还将推出老年人维权、青少年维权、
军人军属维权等系列内容，通过“云讲
堂”的形式逐步提升社区干部的法律素
养和实践问题处理能力。

一名团建督导员的“一块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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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说是小区，可居
民中绝大部分是村民，说是村，可是都上楼了
还混杂着居民……卢沟桥乡郭庄子村的回迁
小区五里店北里小区，在疫情爆发后充分依托
村民小组模式，建立了村民小组+志愿者服务
队机制，实现拥有 1294 户居民的小区封闭管
理和居民服务保障全覆盖。

“张大妈，您的药我给您买回来了！”上午
10点，郭庄子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杜美英来
到张振云老人家门外，用力地敲着门，还大声
地喊着。“老太太行动不便，耳背。”杜美英一
边敲着门一边说着，敲了会儿门才听到里面的
走动声。

“太谢谢你们啦，这药都快断顿了，幸亏有
你们！”打开门，看到拎着药的杜美英，张振云
直把人往屋里让。

张振云老人今年已经 80 多岁了，耳朵也
有些背，以前去医院拿药，从小区北门出去非
常方便，可是疫情防控后小区北门进行了封
闭式管理，绕行走到医院至少需要 20 多分
钟，子女白天都要去上班，药快吃完了正犯
愁，就和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念叨了两句。
没想到当天杜美英就找上门来，要了她的医保
卡信息，给她进行了预约，第二天一大早就去
替她开药了。

郭庄子村有6个村民小组，以前主要是服
务本村的村民，这次疫情爆发，面对社区要进

行封闭管理农居混杂的现状，郭庄子村向前一
步，把整个小区都按照村民小组进行管理。“每

组负责两到三栋居民楼，村民小组的成员既要
负责居民排查，也要负责返京人员隔离，还得
服务居家隔离人员以及不方便出行的居民。”
郭庄子村党总支书记王秋菊说。

疫情爆发以来，每天都可以看到身穿红马
甲、头戴红帽子的身影，他们或手提两个大袋
子，或骑着三轮车送货，不断穿梭在五里店北
里小区中，他们就是郭庄子志愿服务队的成
员。

“这个一会儿我拎着就过去吧；那个箱子
大还挺沉的，你们开小车送过去吧；这些都是
10号楼的，东西多但是不沉，就用小三轮吧。”
郭庄子志愿服务队队长赵跃正给队员们分配
任务，红色队服加上一辆人力小三轮和一辆电
瓶车，就是这支志愿服务队的全部装备。这样
的工作每天要重复好几次，遇到没有电梯的
楼，志愿者们还得拎着快递爬上去，一天爬个
几十层楼也是经常的事。

“我们其实分成了三个小组，有专门负责
给隔离人员买菜的，有专门负责清运隔离人员
垃圾的，还有负责送快递的。”赵跃告诉记者，
疫情还未结束，新鲜的血液也不断再加入，他
们也将继续坚持，做好服务保障，让需要隔离
的人员安心宅在家里，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守护
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6个村民小组+志愿者服务队共同守护1294户居民

本报讯（通讯员 许艳）“看到你们每天巡查，我们
心里就更踏实了……”卢沟桥街道岳各庄社区管辖的
平房区百姓们向村口把守的“战疫小组”竖起了大拇
指。正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换来了平房区百姓的
心安。

防疫期间，卢沟桥街道岳各庄社区充分借助区
司法局下沉干部、街道司法所专业力量，依法攻克
辖区防控难题，做到防控有力，扎牢区域“篱笆”。
在这场防疫阻击战中，他们共同战斗在疫情联防联
控的第一线，共商、共破、共解平房区管理、封闭、管
控难题。

“分人不分家”，共克农居交错管理难
岳各庄社区位于卢沟桥街道北部，是丰台区唯一

一个横跨四环管理的社区，社区不仅负责八个楼房区
还负责四个平房区，在丰台路口和碾子坟平房区的居
民居住分散，没有保安，没有物业管理，群众心中最初
难免焦躁不安。

为了让百姓安心，确保该地区防控不漏、不重，社
区和区司法局下沉干部吴雪芳第一时间联合岳各庄
村委会，共同商议依法明晰各户“人控”和“房控”实际
情况，共同探索“分人不分家”管理模式，建立“村居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组成“村居战疫小组”，实现“村里
的居民”排查、宣传、防控100%。

法治宣传先行，共破倒挂区域封闭难
岳各庄社区管辖的清洁队宿舍平房区建于 60

年代，是西城环卫和丰台环卫职工宿舍区，共 12 排
平房，现有 142 户，实际常住人口也以老年人居
多。该平房区一共有 6 个出入口，小路错综复杂，
四通八达，人员流动极大。加之与岳各庄村的周转
房连在一起，这样一个地区实现封闭式管理可真是
难上加难。针对这个特殊地区的情况，社区在封闭
前就奏响了“宣、勘、商”三部曲：一宣，法治先行，将
法规政策和卫生医疗防控措施宣传到户，解释到
人；二堪，逐口勘查，摸清 6 个出入口往来情况，及

时提前修补周边老旧栅栏、清理路侧堆放杂物；三
商，反复商议，对初步封闭方案实地征求意见，在采
取合法封闭措施的基础上，寻求最大效果的合理
性。最终人口倒挂的清洁队宿舍平房区仅用三天
时间就平稳有序地实现封闭管理。

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共解返京复工防控难
平房区实现物理封闭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管

控难。为此，“村居防疫小组”的党员们冲在前，依
法把牢出入证办理关和检查关，首次建立平房区
出租房、租客动态信息台账，督促流动人口办理居
住卡，流动人口登记率提升 15%，平房区达到底数
清、情况明。区街下沉干部、社区人员、村委会、居
民志愿者组成“战疫小组”，分 4 个班次对检查点
进行 24 小时严防死守。根据督查意见、群众热
线、日常巡查反馈的突出矛盾和棘手问题，及时发
挥村居联防、联控、联调机制优势，共同化解疫情
期间矛盾纠纷。

村居联动无盲点 “三共”解难题换心安

本报讯（通讯员 张研）东铁匠营街道南方庄社区
有这样一支夜巡队伍，男同志冲锋在前，女同志不让
须眉，更有一批家属主动加入，成为“编外队员”。

“我申请参加了社区夜巡，今晚有巡查任务，但你
知道我胆小，晚上有点害怕，你能不能来陪我一起工
作啊。”街道下派干部袁文给爱人打去“求助”电话。
袁文的爱人立即前来支援：“别看她工作能力强，生活
中还是挺柔弱的，只要她需要，我随叫随到。”手电筒
的光晕中，两人并肩前行在巡查路上，这个寒冷的冬
夜也有了融融暖意。

家住垡头的社区干部胡春萍每天坐公交车通勤，
夜巡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她边工作边纠结：晚上11点
多下班，肯定赶不上公交车了，实在不行只能打车回
家。正在犹豫不决时，她的爱人突然来到值守棚，为
她带来一件厚外套和几片暖宝宝，准备陪着她一起完
成夜间值守工作，再开车带她一起回家。夫妻俩一人
测温一人登记配合默契。

南方庄干部中有5名女同志都是夜巡小组的成
员，这群女同志对工作的执着也带动了身边的另一
半，居民和同事笑称他们为“暖男小分队”。社区女同
志的工作成果中有家属的一份汗水，居民生活环境的
安全保障来自街道社区干部的辛劳付出。

“编外”家属队伍为社区防“疫”助力

位于卢沟桥乡的银龄中医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
以康复和慢病管理为主，服务周边小井、郭庄子等近
20个村和社区居委会，疫情爆发后已经为周边社区、
村防控一线人员提供了6000多袋预防新冠肺炎的代
茶饮。 蔡晖 文并摄

本报讯（通讯员 褚晓蒙）长辛店镇
有这样一支队伍，她们在家里是女儿、
是妻子、是母亲，但在疫情面前，她们是
奋勇拼搏的战士。

“体温 36.6℃，正常。您很快就能
解除隔离了，注意继续做好防护，我
明天再过来看您。”郑明慧作为区、镇、
村三级下沉指导员一直在李家峪村奔
波，除了做疫情期间的“家庭医生”，还
是李家峪村的“守护人”。每日对村内
留观人员巡访完，剩下的时间就在村
里执勤，“我在这里看护着老百姓，这
是我们医者的天职和使命。” 郑明
慧说。

苏永花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下沉到
辛庄村支援、指导村民做好防疫工作。
苏永花是辛庄村村民，因拆迁现租住地
离辛庄村很远，但她还是选择了辛庄
村。“苏医生，上岗啦？”村民的一声声问

候，让在“家”上岗的苏永花心里暖了又
暖。“邻居”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村
民们对苏永花多了许多信赖，苏永花
说：“疫情面前，虽不能在前线救死扶
伤，但我能用实际行动在后方保护好我
的父老乡亲，和他们一同抗‘疫’到底。”

“荣姐，多穿点，晚上夜查太冷，别
冻感冒了。”“你也是，把军大衣穿上！”
李玉荣、王玉菁、石惠军、史凤莲、米娜、
杨文姬、聂赵安和彭丽敏被誉为太子峪
村的疫情防控姐妹花，疫情来袭后，她
们挨家挨户逐一摸排、核查登记来（返）
京人员信息，连续多晚开展夜查，始终
坚守在疫情防控的岗位上，为守护村民
的健康筑牢防线。

长辛店镇女“战士”用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坚守在疫
情防控工作第一线，为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出了巾帼力量。

丰台街道开设妇女维权“云讲堂”

新村街道市场监管所通过抓好自身防控，查好市场、商超、药店，盯好餐饮
食堂及网络订餐，办好群众诉求，站好社区岗位等方式，切实做好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新村街道市场监管所累计处理“接诉即办”104件，其中哄抬物价立
案4件、未明码标价立案2件。图为市场监管所对辖区药店进行业务指导。

于文华 文并摄

战“疫”每个人都是好样的！

村 民
小 组 + 志
愿者服务
队成员为
居民送药
上门。
蔡晖/摄

长辛店镇有支战“疫”巾帼队伍

史莉史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