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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感动平凡中的感动

“T101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到张家湾、永乐店、柴厂屯的坐这个车
了”“请您戴好口罩，有序上车”“请您准
备好公交卡，车停稳了再上车，不要拥
挤”……傍晚6点多，太阳落山，气温比
白天低了不少，地铁九棵树公交站，下
班晚高峰熙熙攘攘。公共文明引导员
邢宝芹挥着小旗一遍遍提醒乘客文明
乘车。

今年51岁的邢宝芹2013年加入公
共文明引导员行列。去年，邢宝芹和队
友共同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荣誉
称号。亮眼的柠檬黄队服，总是准时出
现在车站、路边。“黄色让人觉得温暖，
我们的工作也是给大家带来方便和温
暖。”说起自己的岗位，邢宝芹满满的骄
傲和幸福感。

确实，站台上的“邢宝芹们”每天不
仅要维护市民乘车秩序，传递文明理
念，更要维护站台环境、帮助群众解困
等。自去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
发后，文明引导员又担负起站台疫情防
控员的责任。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公交车需
要控制上座率，那段时间工作量明显增
加。除了正常引导大家有序排队，车一
进站，还要马上跟乘务人员沟通能上几
个人，然后点出数来，按防控要求让乘
客自觉上车。为了提醒大家别着急，嗓
子都哑了。不过，乘客特理解我们，这
也是为了每个人的安全健康。我们就
跟大伙儿聊聊天，让大家放松一下情
绪。”那段时间，邢宝芹常常忙得两三个
小时都顾不上喝水，每天从家出来都要

带着润喉糖，否则嗓子实在受不了。
现在疫情虽然稳定了，但邢宝芹和

队友仍不敢掉以轻心，看到站台等车的
乘客如果没有戴口罩，总会第一时间上
前提醒。维护站台环境卫生已经成了下
意识的举动，随时带着酒精湿巾、小喷
壶，只要在岗就会及时清理或擦拭消毒。

这个春节，文明引导员感觉到了
不同。

往年春节前夕，大量异地人员提前
返乡，站台候车人员会明显减少。但今
年不同，不少人选择了就地过年，乘客
总量变化不大。

“我们站是一个大站，边上有家乐
福购物广场，还有地铁八通线，人流、车
流量都大。十来辆车的始发站也在这
里，每天晚高峰大约需服务四五千名乘
客。”邢宝芹说，虽然临近春节，但工作
状态不能懈怠，更得维护好站台秩序，
让大家过个平安开心年。

“她们可真不容易，无论严寒酷暑，
都没缺过岗。最冷那几天，我在车站站
了几分钟就觉得被冻透了，她们一站就
是两个小时。就冲这群大姐这么辛苦
工作、热情服务，我们都得好好排队。”
常在地铁九棵树公交站乘车的市民刘
伊薇提起文明引导员特别感动。

除了日常乘车，去公园引导文明游
园，到敬老院给老人理发，到社区宣传
垃圾分类……这些活动都能看到“柠檬
黄”。去年，通州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
累计好人好事866件，捡拾物品409件，
收到锦旗31面，并且荣获了北京市三八
红旗集体。

暖色“柠檬黄”
本报记者 陈冬菊

老由的一天
本报记者 陈冬菊

2020 年 1月 20 日至今，通州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实验室副科长、“2020通州榜样”邹林与
新冠病毒“捉迷藏”已有一年多。

“最大的感受就是心态的变化。”去年与新
冠病毒初次较量时，他会紧张得冒汗，“一开始，
对它的了解太少了。”面对全新的高致病性病
毒，每名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压力山大”。但现
在，再说起病毒，他放松了不少。

防护服，是邹林的标配工装。但他穿防护
服的速度已经从半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越来
越麻利。39岁的邹林每天都要身穿防护服、防
水鞋套、隔离衣，戴护目镜、N95口罩、两层乳胶
手套等防护装备，在实验室工作最少 6个小时。
与新冠病毒的“捉迷藏”是他14年职业生涯中的

“最高级别”，最高级别的防护、最高强度、最大
压力、最长时间，这场作战经历，终生难忘。

病毒很狡猾。比如，不是每次的检测结果
都特别明确。遇到这种“捉迷藏”的情况，邹林
和同事就要细心“捕获”。

邹林解释道，在检测样本时，有一些样本
检测结果在临界值，表现出了弱阳性。此时
的判断就要特别仔细，稍有不慎就会被新冠
病毒迷惑，给出“假阴性”的结论。解决的办
法只有一个：反反复复做实验，根据每次数据
进行综合判断。

前不久，邹林和同事就碰到了特殊样本。
当天一个“五混一”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为特别
弱的阳性。反复进行多次实验后，结果均相
同。“我们的原则是：不放过任何可疑样本。”邹

林说，涉及到的五个人都重新采样，分别检测，结果显示阴性。“对
于这些可疑样本我们会集体讨论判读，一定要将可能隐藏的新冠
病毒找出来，同时也不能‘冤枉好人’。”在“捉迷藏”的日子里，邹
林和同事们还研究出了“流水线作业法”，将人员分成三组，每组
负责不同步骤，“我们每天的样本检测量已经翻了一倍。”邹林说。

过去的一年，邹林和他的同事们扛住了一次次考验。
去年，北京新发地疫情爆发后，日均检测样本2000件；河北藁

城及北京顺义、大兴疫情爆发后，日均检测样本5000件。“我们现在
检测能力比去年大幅提高。”邹林说，去年年初，通州区疾控中心只
有一间核酸检测实验室，现在则增加到了3间。通州区还从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抽调了30名人员进入实验室，解决了人手不足问题。

邹林的爱人是潞河医院急诊科护士。这一年，两人都无暇顾
及家里。前一段时间，家中跑水，邹林妈妈给他打电话，在实验室
忙碌的邹林没有接到。等到他回电话时，老人已经自己解决了问
题，“我知道指不上你，你别管了，已经没事了。”妈妈的话虽然乐
呵呵的，但让他红了眼眶。

春节将至，这一年和新冠病毒“捉迷藏”的日子里虽然连续
无休，但他坚信：“我们工作结束的那天，就是战胜新冠病毒的
那天”。

与新冠病毒“捉迷藏”
本报记者 张程伟

萌娃志愿者成长记
本报记者 陈冬菊

今年11岁的刘珈希已经是位有8年志愿服
务经验的“老”志愿者了。

3 岁多，她第一次和妈妈一起参加捡拾垃
圾的志愿服务，7 岁正式注册成为志愿者。公
园、社区、学校、马路边……今年 5 年级的刘珈
希已经在通州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志愿
服务“足迹”。

去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颁
布，大街小巷、电视广播，都在宣传垃圾分类，刘
珈希也总想为垃圾分类做点什么。正好，她妈
妈是玉桥街道运河东大街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
者，小珈希就加入了该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小
队，成为了一名小小宣传员。

一有时间，她就到社区“报到”，为居民发放
两桶一袋，并告诉他们分类方法。偶尔，也会
有居民故意给她出“考题”，询问一些具体垃
圾应该如何分类，小珈希总能对答如流，居民
都不由对她竖起了大拇指，“看看小姐姐多
棒，你也要多学习啊。”常有居民以她为榜样
鼓励自家小朋友。

刘珈希不是家里惟一的志愿者，她现在也
有了小帮手。她的弟弟今年4岁，有时珈希去参
加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就会带上这个“小跟班”。
姐弟俩一个发放宣传材料，一个引导居民正确

投放垃圾，一对“萌娃”配合默契。
现在，珈希参加的志愿服务越来越丰富。交通路口文明引导、

清洁社区健身器材、到耳蜗学校陪聋哑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在
志愿服务中，她从小时候的懵懂到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快乐。

这不，刚放寒假，刘珈希就让妈妈给她“找工作”。她希望能
在假期参与更多志愿服务。

“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每天都看到社区志愿者在开展环境
清洁、助老助残、秩序维护等活动，无私奉献，不求回报，传递正能
量，给他人带来温暖。我也希望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培养他
们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学会分享、付出、为他人着想，对孩子是一
笔很重要的财富。”看到现在孩子这么热爱公益，刘珈希的妈妈郎
朗特别欣慰和感动。“小手拉大手”，一开始是她引导孩子，而现在
则是孩子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公益。

“振兴农村教育，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张丽

“尊敬的许爸爸、许妈妈：您的女儿许茁老
师是学校的‘颜值’担当，人美心善，教学管理
能力优秀，上学期更是承担了学校‘顶级配
置’的工作量……请二老放心！留校期间，老
师的安全、食宿、文化生活等，学校会负责到
底。”这几天，永乐店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杜
福栋有点忙，他忙着给留京过年的老师家人
写信。

有心的他，为每位留京老师都量身定制了
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今年，永乐店中学一共 12
位老师留京过年，12封感谢信已经从这里寄出。

杜福栋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位知名校
长。1984年，杜福栋来到永乐店中学任教。一
晃30多年，他从永乐店中学到漷县中学，再到北
京二中通州校区，又回到了永乐店中学。37年
的农村从教经历，他担任了21年农村学校校长，
包括任过一所全区规模最大农村初中、2所北京
市示范高中校长，14次校长考核优秀，创建了 3
所平安校园，改变了 3所学校面貌，为国内校长
培训20余次，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校
长、北京市特级校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每
一份殊荣，都是对他 37年来践行教育初心的肯
定。2020年，他又登上“通州榜样”6月榜单。

多年来，杜福栋一直潜心探索乡村教育
之路。

“永中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2018年重回
永乐店中学，他由衷地希望这所学校实现新的
蜕变。

作为通州区传统名校、老校，彼时的永乐店
中学面临着组织架构不健全、招生困难、师资不
稳等各种困难。杜福栋瞄准“靶心”：学校的主
阵地就是课堂。他创建了以责任教育为核心理
念的基础类、拓展类、发展类三级体系 31 门课

程，依托41个学生社团分类推进，以课题提高课堂实效，推动课程
建设。

同时，他主导了由通州区9所农村初中校组成的“永乐店中学
教育联盟”，建设了第八共同体，探索集团化办学，让区域教育横
向共研共进，纵向协同贯通；与北大附中手拉手，全面提升永中教
育教学质量；与通州区最偏远的柴厂屯中学手拉手，在课程建设、
课堂教学、教育管理、教师发展等助力柴中；与北京 22中、57中、
清华附中及韩国、泰国、加拿大等6所学校结成友好学校……内引
外联，提升办学水平。

37年教龄的他早已扎根农村，以校为家。
放寒假了，他仍隔天必到学校转转，看看校外学生每天的健

康情况汇总，关心留京过年老师的生活，检查校园防控的每一个
角落。当了21年的校长，就在学校过了21个除夕夜。

又到除夕，杜福栋今年要和留京过年的 12位老师，一起在学
校包饺子、看春晚，欢喜过大年。

他在信中就是这么写道：“永中就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学校会
做好在京过年老师的生活保障，努力营造温馨的过年气氛，让老
师感受到家的温暖，过一个难忘的快乐年、幸福年、温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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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胜德是临河里街道土桥社区制
线厂小区的一名居民，也是该社区八
大员志愿服务队的队长，今年 63 岁。
2019年，由胜德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小
巷管家”，并获得“最美小巷管家入围
奖”。每天一大早，社区里都能见到他
穿着蓝色志愿者马甲的身影。

冬天早晨 6点半，天还没亮，由胜
德已经来到小区外的地铁土桥站口开
始一天的“工作”。去年9月，为了解决
地铁土桥站口秩序混乱的问题，土桥社
区八大员志愿服务队便在这里设置了
志愿服务岗，17名队员每天轮流安排两
人，早晚上下班高峰在此“上岗”两小
时。整理乱停放的共享单车、为行人
指路、文明劝导……还别说，自从有了
志愿服务岗，这里的环境明显改善。

老由说，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共享单车乱停放，最多的时候能达到
三四百辆，草坪里、天桥口、周边路口
都堵得水泄不通。自从有了志愿服务
岗，路边立起了指示牌，明确共享单车
停放位置。再加上每天早晚高峰志愿
者在路口监督、引导有序停车，还主动
帮忙把单车重新摆放整齐。周边单位
门口“单车围城”的情况大幅缓解，他
们特意给服务队送来了锦旗“志愿服
务为民想，雷锋精神放光芒”。

作为队长，由胜德每天都会提前
半小时到岗“打先锋”。赶上寒潮降
温，他回家时手都冻木了，连家门钥匙
都掏不出来。

老由是个“闲不住”，街巷治理员、
邻里纠纷调解员、文明劝导员、楼门文
化宣传员、交通路口疏导员、环境保护
监督员、消防治安巡查员、垃圾分类指
导员，“八大员”的职责他一样不落。

“去年，垃圾分类成了我们的主要

工作。宣传、签公约、上门指导、守桶
把关……我们‘八大员’琢磨了不少高
招。”老由乐呵呵地回忆。果然，一系
列措施效果明显，小区最多的“其他垃
圾”由原来的每天 6 到 8 桶，减少到每
天两三桶，厨余垃圾则由之前的 10天
一桶到现在两天一桶，正确分拣率能
达到90%以上。最让由胜德欣慰的是，
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明显转变，由
最初的“嫌麻烦”变成了自觉主动的行
为习惯。

小区垃圾分类能够在短时间内有
这样突飞猛进地提升，离不开老由和

“战友”们的“较真精神”。
一开始，老由和其他志愿者在站岗

值勤时挨个检查，对分类不合格的逐一
分拣。面对“屡犯错误”的居民，老由还开
展垃圾分类“上门指导”。别说，“较真”挺
管用，大伙儿的分类意识快速提升。

好琢磨的老由，还和队员裴绍明
一起，用旧物改造了一个小小洗手桶，
放在垃圾桶站旁，方便居民投放完垃
圾后清洁手上污垢。

“我们小区的大事小情都能看到
志愿者在张罗，他们把社区的事儿当
成自家的事儿。由叔叔点子多、能力
强、热情高，大伙儿有什么困难常找
他。”土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赵继松说起志愿者直竖大拇指。

老由从早忙到晚，老伴默默心
疼。很多人并不知道老由曾因癌症接
到过三次病危通知书，心脏也做过支架
手术。

“老伴也念叨，要不就别干了。我
就告诉她，我们志愿服务队平均年龄70
岁，我还算‘壮年’。而且，做志愿者，上
瘾。”由胜德笑呵呵地说。他的新年愿
望就是能和“战友们”继续并肩前行。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