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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的有序推进，商务楼宇防控
工作难度增大，针对楼宇内企业
多、员工多的特点，长辛店镇坚
持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两条线

“作战”，建立了“双楼长”疫情防
控工作模式，为企业复工复产做
好保障与服务，全力保障疫情防
控工作持续有力有效推进。

陈玉红是长辛店镇渡业大
厦商务楼宇党群服务站点党务
专 职 工 作 者 ，王 岩 是 渡 业 大 厦
物业经理，如今，他们有了新的
身份，渡业大厦“楼长”，她们共
同负责渡业大厦的疫情防控工
作 ，为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保 驾 护
航 。“渡 业 大 厦 复 工 以 来 ，我 们
对 大 厦 内 企 业 进 行 逐 一 走 访 ，
建 立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台 账 ，对 大
厦 企 业 数 量 、复 产 复 工 企 业 员

工数量、返京企业员工数量、企
业 员 工 出 行 轨 迹 做 到 心 中 有
数。”陈玉红介绍。在严格落实

“清单”检查内容的基础上，“楼
长 ”们 还 重 点 对 员 工 佩 戴 口 罩
情况、办公场所空间要求、乘坐
电梯人 员 密 度 、消 毒 防 护 物 品
配备等进行每日巡查。

据了解，为做好商务楼宇防
控工作，长辛店镇通过实行“一
楼一企一策”制度，切实落实“双
楼长”各项防控责任，与楼宇复
工企业签订疫情防控安全责任
书和承诺书，明确责任、严格把
控、层层落实，全面强化复工后
的防疫措施，同时还通过定期地
毯式排查、不定期巡查，开展拉
网式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责
令整改，全力保障各项防控工作
落实到位。

本报讯（通讯员 于文华）新
村 街 道 辖 区 共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2350 余家，截至目前，商务楼宇、
工 地、工 业 企 业、商 超、餐 饮 食
堂、底商、酒店住宿等行业复工
1258家，复工人数 6973人。

据了解，新村街道专门成立
了复工复产防疫工作组，平安建
设办公室、社区建设办公室、城
市管理办公室、社区服务中心、
市场所、城管执法队科所联动，
形成合力，为辖区企业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新村街道
采取各个社区实地走访的方式，
进一步摸清、核实底册台账，做

到全覆盖；同时建立零报告、调
度例会、信息报送、检查督办等
工作机制，将工作落到实处。

街道城管执法队、市场所、
安监队每日对复工企业进行实
名制检查，重点对企业的管控措
施、应知应会、上岗人数、人均面
积等进行检查和曝光公示，确保
不漏任何细节，对于发现的问题
立即提出整改要求。在 12 个商
务楼宇实行街道、社区、企业、楼
宇党建指导员“四楼长”制，协助
企业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排查风
险点，做到防疫在前，安全有序
复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梦 李
晓旻）当 前 ，疫 情 形 势 仍 然 严
峻，夜间值守是否全覆盖、是否
可 控 ，更 是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的重要环节。云岗街道结合
单 位 型 街 道 特 点 ，充 分 发 挥 党
建 工 作 协 调 委 员 会 作 用 ，统 筹
协调航天三院、航天十一院、航
天六院 101 所、京丰燃气发电有
限 公 司 、新 兴 际 华 应 急 救 援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航 天 七 三 一 医 院
等 多 家 地 区 单 位 ，发 动 在 职 职
工 力 量 参 与 社 区 夜 间 值 守 ，实
现 街 道、地 区 单 位、社 区、物 业
多 元 力 量 联 防 联 控 ，筑 牢 疫 情
防控的坚实防线。

“晚上下班，在小区出入口
看到了自己的街坊邻居，也有同
事，觉得很亲切。”居住在云岗的
居民说。地区单位职工一手抓

复工复产、一手抓疫情防控，结
束一天工作的他们，在夜幕降临
时走上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新
岗位”，履行新职责。目前，云岗
街道辖区共有防控卡口 69 个，基
本 分 布 在 地 区 单 位 职 工 小 区 。
街道将各社区卡口具体位置进
行梳理，制作“疫情防控值守点
位图”，各地区单位结合楼院产
权情况主动认领 40 个卡口，组织
本单位就近居住的职工志愿者
分组排班，于每天晚上 6 点至 9
点下班高峰时段顶岗值守。

“我们配合属地街道履行社
会责任，充分发动在职职工参与
社区防控值守，让一线的工作人
员及时调整休息，共同守护我们
的家园。”在云岗街道北区社区
参与晚间值岗的航天三院后勤
集团党委副书记花向红说。

本报讯（通讯员 唐菲）“建议
大家购买防疫物品前，一定先要
求对方提供相关的经营资质，以
备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能够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3·15”撞
上了疫情防控工作，为了更好地
保证辖区居民的消费安全，右安
门街道联合右安门司法所、市场
监管所举办了线上送法活动。

活动邀请谦君律师事务所
“疫”路寻声送法工作室的律师，通
过微信云课堂的方式为右安门窦
珍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志愿者们开
展了一场消费维权方面的线上普
法活动。首佳公证处、物美集团、
北京农商银行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谦君律师事务所、

市场监管所针对疫情期间投诉
集中的微信购物、虚假宣传、预
付费合同履行以及租房合同解
除等热点案件，讲解了处理方法
和防范要点。司法所发挥调解
组织诉前调解职能，为消费纠纷
息诉止访。公证处工作人员介
绍了防疫期间线上线下公证服
务的便民举措。物美集团客服
部经理重点介绍了疫情期间“多
点”APP 线上客服“24 小时办结
投诉”的便民举措。

活动受到了志愿者们的欢
迎，今后右安门街道还将联合多
部门开展线上普法活动，为消费
战“疫 ”打 造 部 门 引 导、企 业 自
律、社会监督的全新法治平台。

短短一米线 安全大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蔡旖旎）“谢谢你们
让我意识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我一定
遵守北京市防控疫情相关规定，自觉进
行隔离。”2 月 19 日，丰台街道北大地 16
号院社区 25 楼的一户居民从外地返京，
对于社区要求其采取居家隔离措施有抵
触情绪。作为社区副书记的丰台镇派出
所民警孟文丹立刻配合社区，现场对这
位居民进行劝解和政策宣讲，并义正言
辞地将不配合隔离工作的严重后果进行
宣读，使居民心服口服地在承诺书上签
字，自觉进行隔离。

自去年 2 月担任北大地 16 号院社区
民警副书记以来，孟文丹心系居民情牵社
区，协助社区书记抓好各项工作，她发挥
丰台镇派出所的创新理念，加班加点率先
搭建起见“微”知著三级社区管理微信群，
实现了社区内各职能部门网上联动办公、
快速便捷为居民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关键时期，她充分发挥警务工作的特
长，成为社区防控工作的主力军。每天她
都要核对本社区返京人员、需要隔离及解
除隔离人员的数量，并详细制定台账，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有的放矢开展工作。
对每一名返京人员的轨迹，她都严格使用

公干网进行核查，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她
将每一名需要隔离人员的容貌牢记在心，
防止漏管失控现象发生。

“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口罩用别提多着
急了，社区民警副书记太好了，幸好有她
把口罩给我们，真是太感谢了。”社区居

民致电 110 对孟文丹表示感谢。疫情期
间，孟文丹自费购买了上千元的口罩，从
正月初五开始她就连续坚守社区大门，
随身携带几个口罩，遇到未戴口罩的居
民，都要上前赠送，并耐心宣讲疫情防范
常识。

“为咱们民警副书记点赞！为咱们社
区服务点赞！这个特殊时期我们的生活
很有保障。”近日，20 号楼的一户独居老
人 在 见“ 微 ”知 著 三 级 社 区 管 理 微 信 群
中反映，对门邻居在楼道内堆垃圾，自己
劝说无效。消息发出后，微信群里社区
书记、民警以及干休所领导同时看到，迅
速分工合作、联合服务。孟文丹迅速与
老人取得联系，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并耐
心安抚老人情绪；社区书记则向对门居
民进行电话劝解，娓娓指出其不对之处；
干休所工作人员立即带着保洁员对楼内
大量垃圾进行了清理，仅用半个小时就
完全解决。

在社区居民的眼中，孟文丹不仅是公
安机关的民警，同时也是社区居委会的成
员，更是大家的贴心人，大家都亲切地称
她为穿“制服”的社区副书记，防疫期间有
她的身影，居民们感到暖心和踏实。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智玮）“Thank
you，thank you！”住在广安康馨家园的
美国人弗兰克不停地向卢沟桥街道小
瓦窑西里社区党委书记董雪松说着感
谢 。“ 如 果 有 什 么 需 求 ，您 随 时 联 系 社
区，我们一定帮您全力解决。”在手机翻
译软件上，董雪松逐字输入，翻译成英
语，播放给弗兰克听。奋战一线的董雪
松靠着十足的拼劲，把平房分散的小瓦
窑西里社区管理得井井有条，各项防疫
工作有序开展。

自从防疫工作开展以来，董雪松每
日行程被工作填满，巡视岗位、为居民办
理出入证、保障隔离居民生活、处理各种

紧急事件……常常不到 7点就到岗，夜里
才下班。除夕夜至今，董雪松的身心一
直在超负荷运转。

一天夜里，董雪松在平房区门岗例
行巡视，原本打算巡视完就回家，但一件
突发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居民王先生
从外地返京，体温显示 37.6℃。“我身体
没什么问题，您就让我进去吧。”“不行，
超过 37.3℃就不能进小区，您还是去医
院看看吧，不方便的话我们带您去。”董
雪松当即带着王先生驱车前往石景山医
院发热门诊，经过检查，确认王先生身体
无恙，又将其送回社区。登记、留下联系
方式、嘱咐好自行隔离的注意事项，一通

忙完，董雪松回到家已经是夜里 3 点了。
董雪松坦言，防疫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
是遇到居民的不理解。“疫情来得突然，
居民缺乏心理准备，对政策也不够了解，
这就需要我们社区干部耐下心来，多解
释多沟通。”

当前，防范涉外疫情输入成为社区
疫情防控的新重点，董雪松挨家挨户排
查境外来京人员信息。语言不通，董雪
松就用手机翻译软件逐句翻译。有时候
短短几句交流，就得用上半个多小时。
但他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确保我的
辖区没有防控的死角，大家安安全全，再
怎么付出也都是值得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松）在
全国上下都在全力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紧要时刻，有一对平
凡而又普通的夫妻，两人为同
一线路的驾驶员，也都是共产
党员，他们像众多北京公交战
线的夫妻搭档一样默默地坚守
在一线、奉献在一线。

不过不同的是，妻子王瑞雪
是早班驾驶员，丈夫褚宝奎是晚
班驾驶员，一早一晚的班次使得
本来就聚少离多的他们在日常
工作中很少碰面，难得的交流就
是交接班的时候，“孩子送到爸
妈那儿去了吧？”“爸妈身体好点
了吗？”这是他们短暂交流中经
常提到的。在小家与大家的选
择面前，他们选择了大家。近
期，夫妻二人还纷纷积极响应电
车分公司党委号召，主动报名参
加分公司应急运输分队，经过层
层选拔，最终褚宝奎入选。

夫妻二人同在的 14 路 9023276 车为市
级青年文明号车组，褚宝奎是该车组的车组
长，同时他也是晚班的班组长。每天，除正
常运营工作外，褚宝奎时刻不忘自己身为班
组长的身份与职责，常常带领着班组的其他
人员对车辆进行消毒与检修。“车内勤消毒、
常通风，对防止疫情扩散有好处。把车检修
好再运营，防止半路出现故障，也就减少了
乘客候车时间，对降低车厢满载率有很大帮
助。”他常常对班组成员说道。

生产前线也是疫情一线。疫情当前，夫
妻俩用最平凡的举动谱写着对乘客的大
爱。他们坚信，一时的云雾可能会遮住太
阳，但待拨开云雾之时，就是彩虹出现之际。

夫
妻
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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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
抗
疫

董雪松：社区居民眼中的“知心”小哥

崔素华：社区里的“千斤顶”书记

本报讯（通讯员 王盈雪）在东高地街
道疫情防控社区一线，街道办事处的机关
干部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若有
战，召必回，战必胜”的军转干部，他们身
上既保留着永不褪色的迷彩精神，又在冬
日疫情的寒冷下带给了地区居民别样的
温暖。目前，街道 44名军转干部全部奋战
在一线。

社区办的庞荣本，再有不到半年的时
间就要退休了，年前，他消失了几天，悄
悄地做了个阑尾炎手术，没等彻底休息
好就返回工作岗位，单位里没有几个人
知道，“小毛病，微创，不叫个事儿。科里
事情太多了，大家都太忙了，我多干一点
儿，就能多分担一点儿。”

综 合 办 公 室 的 科 长 张 玉 凤 一 直 在
六营门社区支援，他所负责的财务工作

又是疫情防控保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既 要 保 障 资 金 及 时 到 位 ，又 要 保 证 社
区 一 线 的 正 常 运 转 ，他 一 个 人 负 担 起
科 里 其 他 工 作 人 员 的 值 守 任 务 ，让 其
他 人 能 腾 出 手 来 做 好 财 务 保 障 ；社 区
里 女 同 志 多 ，科 里 就 他 一 个 男 同 志 ，58
岁的他主动担负起值守工作，夜班岗成
了他的承包项目，“疫情不结束，我一天
不下‘火线’。”

负责残联工作的赵德强，是角一的社
区专员，疫情来临，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
社区，办理车证，下发出入证，入户排查、
服务保障，任何一项工作毫无怨言、不推
不拒。从除夕夜开始，整整一个正月，他
的长大衣、毛线帽加上大口罩成了值班的
标配。

负责工会工作的科长曾赢琪，是作

为 街 道 第 一 批 下 沉 干 部 下 到 社 区 。 他
总是主动干着许多 力 气 活 ，说“ 社 区 女
同 志 多 ，卖 力 气 的 活 都 我 们 来 。”随 着
返 京 人 员 日 渐 增 多 ，火 箭 院 复 工 ，为 了
让 社 工 踏 实 做 好 防 控 工 作 ，他 成 了 社
区 的 快 递 小 哥 ，领 防 护 物 资 、宣 传 材
料 ，为 居 家 观 察 人 员 送 菜 、取 餐 、拿 快
递，一趟一趟开着私家车跑来跑去的他
也从无怨言。

社区办的副主任蒋艳是街道为数不
多的女军转干部之一，2003 年“非典”的
时候就在部队卫生部门工作，经历过“非
典”战役的她，现在仍然是疫情战线上的

“尖兵”，街道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在社区，
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督办都离不开社
区办，人员排查、人文关怀、小区封闭管
理、社工统筹协调、逐件安排、逐件落实，

她都不厌其烦。
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喻宏庆是

一名军转干部，曾经值守在祖国最核心
的位置天安门地区，而今他奋斗在东高
地的大街小巷，更加用心地守护这里的
居民群众。疫情面前，他和科室人员主
动作为、上前一步。带领队伍及时处理
辖区隔离人员生活垃圾，时刻维护街巷
环境，对无物业管理的居住区进行消毒
保洁、确保居民疫情期间生活环境的健
康安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有着军人气
质、丰富工作经验的“尖兵”，东高地街道
的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得更加得力更
加有效。有他们在，大家有信心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用胜利捍卫航天人的
健康家园。

本报讯（记者 邵亦晴）蔬菜、水果、肉蛋
奶、粮油调料、主食厨房，还有理发点，在卢沟
桥乡郭庄子村五里店北里小区西南角，500 平
方米的空地上支起了 10 顶帐篷，每天下午 2 点
到 5点，居民可以到这里选购生活必需品，还可
以通过线上预约提货，让百姓不出小区就能得
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疫情初期周边卖菜的都关了，去大超市
买菜来回得 1 个小时。这个便民点把菜送到
我 家 门 口 了 ，还 比 外 面 的 新 鲜 ，而 且 空 气 流
通，也都是本小区的人，更安全。”村民郭明玉
阿姨说。

因村民反映买菜难，村里在春节期间联系
附近五里店蔬菜农贸市场没有离京的商户，在
1月 30日开始设立了这个便民点。“刚开始只有
蔬菜水果，每天早上从新发地进货保证新鲜。
后来我们把村里的超市也搬到了便民点，售卖

调料、日用品，还每天从城乡超市进货生肉，因
为是团购，价格比超市还便宜。二月二‘龙抬
头’以后，群众理发的需求增加，又设了一个理
发点，还提供上门服务。”郭庄子村便民服务
中心负责人张天勇介绍说。

在“北里主食厨房”的微信群价目表上，酱
猪蹄 39 元、馒头 6 元 3 个、油条 12 元 14 根、臭鳜
鱼 69 元、鲜奶红提土司 18 元一份……村里还
依托“始之”平台开展线上便民服务。“通过整
合辖区资源，与京宛宾馆、面包店、村食堂等单
位合作，为群众提供面点、熟食、牛奶、面包，居
民线上订购支付后，村里统一购入，每天下午
在便民服务点自取，主食熟食隔天取，牛奶面
包固定时间取，价格能比外面便宜三分之一。”
张天勇说，“我们希望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使
群众一站就能采购到生活所需，省钱省跑腿又
安全。”

卢沟桥乡郭庄子村让百姓不出小区也可一站式采购

守护社区守护社区 战战““疫疫””有我有我

长辛店镇“双楼长”为商务楼宇保驾护航

新村街道全力做好辖区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云岗街道政企联控守护社区家园

右安门街道线上送法到家门

穿“制服”的社区副书记

东高地街道疫线上的军转“尖兵”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新武） 坚持不
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社
区干部作为基层一线的重要防控力量，
正全力以赴阻击疫情。和义街道西一
社区党委书记崔素华就是这支防控队
伍中的一分子，自开展防控工作以来，
她顶住各种压力和困难全身心投入工
作，真情动人，行动感人，被同事昵称为

“千斤顶”书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除

夕夜，崔素华召开两委一站会议，紧锣密
鼓地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立
应急机制和处置方案。从除夕夜开始，
她带着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排查居民

的身体状况和是否离京的情况，分类建
立 台 账 ，每 日 进 行 情 况 汇 总 和 问 题 分
析。经过 3 天的奋战，1253 户居民 100%
联系完毕，做到了排查全覆盖。即便如
此，责任驱使她还是每天不闲着，脑子不
停转，白天到各卡口巡查，夜里常常难以
入眠，寻思哪里的防控措施有漏洞、社区
同志们的状态又如何等，念兹在兹，须臾
不忘。

西一社区片区大、平房区多、外来人
口多、租户多，这无疑都给防控工作带来
了重重压力和困难。针对疫情蔓延势
头，西一社区联合天鸿物业果断对世嘉
丽晶小区进行封闭管理。随后，西一社

区又开展了对松林庄平房区的封闭工
作。平房区原本有 21 个出入口，封闭必
然带来出入不方便。周边的居民们开始
不理解，不让建围挡封闭平房区，社区干
部压力之大超乎想象。崔素华不但没有
退缩，而是耐心地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工
作 ，解 释 疫 情 的 严 重 性 和 封 闭 的 必 要
性。最终仅用 5 天就完成了松林庄平房
区的封闭，并在确保防控到位的前提下
保留了三个出入口，以便居民出入、落实
测温和返京登记等防控措施。随着各地
确诊数据的增加以及疫情防控的升级，
原来反对封闭的居民也明白了她的良苦
用心，对她啧啧称赞。

近日，太平桥街道西里社区联合物业在社区唯一的进出口——南
大门设置一米线，提示居民出示证件和测量体温时保持一米距离。同
时引导居民自觉保持安全距离，有序进出小区。 邓淑娟 文并摄

蔡旖旎蔡旖旎//摄摄

蔡晖蔡晖//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