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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庆过年

坚守冬奥延庆赛区 特殊春节成为美好回忆
本报记者 张宏民

春节假期，冬奥延庆赛区核心区内仍旧
一片忙碌景象。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集散
广场乘着缆车缓缓驶向山巅，俯看群山，一
条条雪道犹如银河在山间流淌，恢宏壮丽。
一条训练道上，几名工作人员正忙着架设安
全防护网，海陀农民滑雪队队员、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赛事器材部安全防护员闫庆生便
是其中一员。

在索道终点，记者见到了闫庆生。这位
25岁的小伙子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脚踏滑雪
板，脸颊冻得红扑扑的，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
着赛道的情况。顺着闫庆生的指引，记者看
到远处山间上的赛道两侧，红色的安全网、防
隔断网裙、防护垫等已经架设完成。“这些都

是我们负责安装的。高山滑雪项目赛道落差
大，速度快，危险系数高，有了两侧的安全网
就给运动员加上了一层安全保障。”闫庆生的
言语中透漏出对这份工作的自豪之情。

穿上雪地冰爪，闫庆生带领记者来到他
工作的地方。这条训练赛道两侧已经架设好
防护钢架，钢架上拉着两条铁索，利用安全锁
扣固定着一张红色的安全网。闫庆生手持植
树机在厚厚的雪层上打出一个五、六十公分
深的雪洞，将一块地锚放到雪洞中后再把雪
洞覆盖压实，最后他将安全网与地锚牵引出
的固定绳紧紧拴好。必要的时候，他还需要
全力扯动安全网，确保安全网拴得足够牢靠。

记者注意到，当闫庆生在雪道两侧挂设

安全网的时候，他的背后就是万丈山崖，脚
下的积雪很滑，需要时刻保持身体平衡。有
的时候山上风大，缆车停运，他们就需要骑
着雪地摩托上山工作，尽管工作条件艰苦，
可是闫庆生却很满足。“北京 2022年冬奥会
日渐临近，春节期间，我们部门按计划在岗
值守，争取如期高质量地完成安全防护任
务，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除了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安全防护
员外，闫庆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海陀农
民滑雪队的一员。他从 2011年开始练习滑
雪，后来一直从事滑雪教练员的工作，2020
年 10月，闫庆生应聘成为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赛事器材部的一名安全防护员，一身滑雪
技能为他谋得了在家门口服务冬奥会的
机会。

近半年来，闫庆生跟随同事，逐步掌握
了安全防护员的工作技能，他的勤奋和好学
也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赛事器材部副经理王浩喆说：“闫庆生的
滑雪基础很好，为人踏实，现在我们的所有
工作内容，他都能够很好的胜任。”

尽管就在家门口上班，可是这个新年假
期，闫庆生只有在大年初一休息半天回家和
家人团聚。今年冬奥延庆赛区核心区内各
单位积极响应号召，不少外地工作人员选择
留京过年，作为整个赛事器材部唯一一个延
庆人，闫庆生也拿出了“东道主”的范儿，从
家里带了花生、瓜子、点心等上山给同事们
分享。“这个春节太特殊了，能和我的同事们
一起在冬奥延庆赛区核心区过年，真的挺值
得纪念的，我们一定会站好岗，相信这个特
殊春节将来会成为一份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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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风速仪，31岁的阎宏亮再次踏上了海陀山实地考察的路程，这已经是他今年第 5
次上山。阎宏亮有着双重身份，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以及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
会延庆赛区现场气象服务团队的成员。

虽然已过立春，最高海拔 2200米的海陀山上气温依然在零下十几度，陡峭的山峦中，
山风四面呼啸而来，阎宏亮的头发在风中不断“狂舞”，脸也冻得通红，他用早已麻木的双
手努力操控着风速仪。“风速 16米/秒，和之前预测的数值一致。”话音夹带着白色雾气从
嘴里冒出。对于冬奥会的气象服务，一点儿马虎不得，预测员要根据经验对计算机的模式
预报进行订正，力求提供更为精准的预报数据。

我区承担着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三项赛事，尤其在高山滑雪比赛过程中，风
速和能见度等气象条件对运动员的赛时发挥和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欧洲很多滑
雪环境不同，我们这儿没有非常强的降雪天气，主要以干冷天气为主，所以我们预报的关
键是风速，这就需要预报员克服严寒，不断体验总结转折天气到来之前，赛道上不同海拔
高度风速、风向、气温等要素的变化规律，以便在赛时提供赛道不同点位的精准预报。这
样，每次上山就要不断变换高度和点位去体验，就像一个移动的‘风向标’一样。”阎宏亮打
趣地说，“这脸吹得真是没什么知觉了，但是作为团队成员，我有职责练就过硬的预报本
领，这也是对个人业务的提升。”

说起艰难的工作环境，阎宏亮不由得想起 2014年他和同事们一同到海陀山“拓荒建
站”时的情形。那年，北京开始申办冬奥会，阎宏亮和同事们在没水、没电、没路、没有通讯
的艰苦条件下，只能自行背上几公斤的设备上山，更重的仪器则需要通过骡子驮上去，“除
了这些，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吃的都不敢多带，必须轻装上阵，风大的时候面包拿出来后没
多久就掉渣了，时间再长点，面包就和石头一样硬，而且到了冬天，眉毛和睫毛都会结冰。”
阎宏亮回忆说。

虽然条件艰苦，但阎宏亮表现出了极强的毅力和工作能力，2017年，阎宏亮正式进入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现场气象服务团队，从那时起，每到冬季他就会同
来自全国各地的气象专家们在延庆开展实地冬训，从学习山地气象知识，到顶着山风去摸
索气象规律，他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在延庆赛区山地气象预报上形成了自己的预报思
路，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积累了技术“财富”。

厚积薄发，他的“财富”在去年举办的“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期间派上了大用场，
比赛期间，阎宏亮与冬奥团队中的预报员们精准预报了大风过程，并寻找到了适合比赛的

“窗口期”。
有着7年工作经验的阎宏亮不仅对气象数据有着过硬的分析能力，同时，对待工作表现

出了超强的责任心和毅力。2020年10月，作为雪车雪橇场地预认证活动的重点服务保障部
门，阎宏亮带领气象台24小时值守，逐小时报送气象实况和预报信息，发布了预认证气象服
务专报67期，高标准完成了预认证活动的气象保障工作。“他是我区唯一一名入选北京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现场气象服务团队的成员，同时，也是科技冬奥项目技术骨干，
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开启后，夏天忙防汛、冬天忙冬奥已成了阎宏亮的工作常态，而他也在
工作中展现出了气象工作者能吃苦、能战斗的精神。”区气象局综合办公室主任贾良说。

临近年关，阎宏亮说：“山上的气象服务保障不能停，过年了，我在工作岗位不能陪伴
家人，但 3岁的儿子告诉我，他是小男子汉，会在家陪妈妈过年。”眼眶内裹着泪水的阎宏
亮是我区气象部门在核心区服务保障冬奥会的代表，也是连接核心赛区和区气象局，进行
外围服务保障的桥梁。天气的走向将核心赛区与交通、道路、医疗救援等外围服务保障工
作紧紧相连，这也让阎宏亮倍感责任重大。“等到冬奥会期间，我们一定全力做好内外联
动，用精密的观测、精准的预报、精细的服务确保赛事顺利完成。”阎宏亮信心满满地说。

阎宏亮在海陀山上监测风速阎宏亮在海陀山上监测风速（（照片由本人提供照片由本人提供））

环保硬汉：守护“延庆蓝”，我在综检站过年
本报记者 许小蕊

大年初一，区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管
理站工作人员、带班组长卓然还没来得及给
长辈拜年就走出了家门，他计划赶在 7点前
到达西康进京综检站参加值守，临行时他对
妻子说：今天视频的时候替我给两边的爸妈
拜个年！

大年初一是农历牛年的第一天，大多数
大货车司机选择在家过年，进出检查站车辆
相对平时少了很多，但有着 8年综检站工作

经验的卓然，严谨认真态度一丝不减：“不
管车辆多少，我们都要按照平时的标准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值守在京西北的大门，任何
环节都马虎不得。”

一到综检站，卓然就召集了当班同事
召开例会，他叮嘱同事们，不管有没有车，
都要仔细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一定不能有
一丝应付的心态。散会后，卓然和同事们
立刻分头行动，整理日常文件、清扫执法

车、例行消毒……大伙儿分头忙活着。
一旁的卓然则细致检查着平时他们使

用的不透光烟度计等设备，平日里，卓然和
同事们就是利用这些设备对“移动源”的排
气口进行监测。“这可是上阵的‘枪’啊，每天
都得好好地检查。”

不管有没有车途经，值守工作人员都要
轮班站在室外等候大货车的到来，冬天里，把
身子冻透了是常有的事儿。今天是大年初
一，照例要吃饺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卓然
看着脸冻得通红的同事更加心疼了，安排好
工作后，他喊了三位同事到食堂帮忙包饺子，
希望午饭时能轮班吃上口热腾腾的饺子。

一帮硬汉聚在一起，展示出了惊人的
“力量感”，他们站得了检查口，也下得了厨
房，三下五除二饺子就包好了。到了饭点
儿，卓然和同事们先后到食堂品尝大伙儿
的手艺。虽然没在家过节，但吃到了饺子
他们的心里就暖和了。虽然春节不能团
聚，但为守好首都的西北大门，再苦再累也
值得。

综检站的工作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每天
24小时不断人。“春节期间我们会一直坚守
在岗位上，坚持环保人的职责和使命，守好
京西北大门，为首都的清空净气作出贡献。”

当天，我区四个综检站共有 45名“环保
铁军”为了守好京西北的大门奋战在工作岗
位上。碧空如洗，青山不改，向春节期间值
守在工作一线的生态工作者致敬！

卓然（左一）正在进行体温测量记录 许小蕊摄

城市“美容师”
披星戴月扮靓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张思琦 通讯员 李敏

2月 12日，农历大年初一，
当人们沉浸在除夕夜的喜庆
氛围中时，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披星戴月，迎着 2021年新春
的第一缕阳光依旧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他们就是城市“美
容师”——环卫工人。

凌晨 5 点，区环卫中心清
扫保洁队 500余名清扫保洁员
全员上岗，准时开启了新春的

“第一扫”。此时天空一片灰
蒙，夹杂着空气中的雾气，即
使已过立春，依旧寒气逼人。
城区的 93 条道路遍布了清一
色的橘黄色工作服，在路灯的
映衬下，闪耀着点点光芒。路
面、草丛甚至树坑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1707
组果皮箱也日复一日地进行彻底清掏清洁。

在延庆博园雅居回迁楼的外围，清扫保洁
队圣百组职工张莉莉也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她和区环卫中心二组的同事共同承担着圣百街、
博园中路等路段 20余公里的清扫任务。大年初
一的道路上，人流、车流稀疏，垃圾却不少。张莉
莉全副武装，作为女环卫工人，帽子、手套等御寒
装备一个都不能落，只露出了一双眼睛。近 10年
来，一人、一车、一铲、一扫帚，是她的全部工作

“伙伴”，什么路段垃圾多、什么地方清扫起来比
较费力……她都了如指掌。春节期间，更是她最
忙的时候，今年，她也在工作岗位上迎接着春节
的到来。

张莉莉是嫁到山东的媳妇，以往每年都随丈
夫回山东过大年。今年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她选
择坚守一线岗位，留京就地过年。“今年是我和爱
人第一次没有回山东过年，特殊时期就不回去添
麻烦了，家人们也都挺理解我们的，打电话还很
记挂我们。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我一定抽空再回
去看望公婆。”张莉莉说着，随即继续埋头投入到
忙碌的清扫工作中。

像张莉莉一样，区环卫中心共有 26名职工取
消原定出京计划，选择留在工作岗位。特殊的春
节，为让这些不能和家人团聚的职工切实感受到

“娘家人”的温暖，区环卫中心通过走访、电话、短
信等形式，向留岗职工发出节日问候，希望他们
在北京度过一个温馨欢乐的春节。

“今年过年，我们为员工准备了年货，由于坚
守一线的员工家庭住得比较远，考虑到他们上班
不方便，我们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些方便的小零
食，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一份温暖。”区环卫中心垃
圾清运组组长李涛说。

张莉莉只是区环卫中心一线群体的缩影。
春节当天，区环卫中心共出动 1200余人次，200余
车次，对道路进行清扫作业，为广大市民打造干
净整洁的市容环境。垃圾收运、公厕运行、垃圾
填埋等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他们放弃节假日，
默默无闻地用汗水浇灌城市的美丽容颜，确保市
民度过一个靓丽的新春佳节。

春节在一线：身披白色战袍 守卫患者健康
本报记者 陈佳琪 通讯员 鲁腾

新春佳节，处处张灯结彩，忙碌了一年
的人们欢聚一堂，分享着各自的生活，畅想
美好的未来。在这样一个欢聚的日子里，区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们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忙碌着。

医生在病床前检查患者的病情，询问患
者的身体状况，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护士
按照医生开具的药方，配置好药品，仔细核
对患者姓名，为他们注射药剂；门口的安保

人员按照相关规定，逐一对来访人员进行安
全检查；分诊台前的护士耐心地解答着患者
的疑问……

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家属不能探望住院
病人，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区医院
全科病房显得格外冷清。在春节前几天，全
科医学病房护师杨洋时不时就会数一遍病
房里还有多少病人，看着一些轻症患者被家
人接回去过年，她心里的喜悦总是比平时要

多上几分。患者的病痛不会因为新春的到
来而得到缓解，杨洋总是在心里提醒自己，
一定不能放松，事关患者病情没有小事。“既
然春节是我值班，我就一定会做好我的工
作，时刻关注病人的情况，让他们在医院也
可以安心过春节。”杨洋笑着说。

春节期间，急诊患者的数量只增不减，
来到急诊科的患者一秒也不能耽搁。正在
配药的护士刘晨霞按照医嘱将药剂分配好，
放进托盘后再反复核对病人姓名、床位，药
剂数量及种类，确保无误后又拿上托盘，快
步走向患者床位，为患者注射药剂，然后对
患者身体的各项信息进行记录。连续忙碌
了几个小时，刘晨霞终于能坐下来吃了口

“年夜饭”，囫囵了几口，又继续投入到了紧
张的工作中。

来自山东聊城的区医院急诊内科医师
商惠已经是第三年在延庆过春节了，腊月二
十九上午九点半，刚刚与同事交接完夜班的
她又转身回到了诊室里，打开电脑，将患者
信息录入电脑中，揉了揉眼睛，反复核对了
几次，才放心地离开急诊科。下次上班的时
间是大年初二，她可以好好休息两天，给家
人打个电话，送去新年的第一声问候，再出
门转转，好好感受一下延庆过年的氛围。商
慧说：“为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我今年还是
留在了延庆过年，这几天，我陆续收到了院
里领导和同事的慰问和关心，让我感觉特别
温暖。在春节期间，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做
好本职工作，为延庆人民的健康作贡献。”

商慧（左）正在和同事研究患者处置方案 陈佳琪摄

闫庆生正在架设安全防护网 张宏民摄

张莉莉披星戴月清扫道路 张思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