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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车 上 发 现 涉 疫 人 员 和 发 热 旅
客如何处置？王勇介绍，铁路部门已
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
程 ，闭 环 内 和 闭 环 外 的 流 程 大 致
相同。

“一是立即将涉疫旅客安排在列
车隔离席位，进行隔离观察；二是安
排涉疫旅客在前方车站下车，移送地
方政府防控部门；三是对涉疫旅客所
处环境进行封闭，控制人员流动；四
是对涉疫旅客所处环境进行终末消

毒。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能够为旅
客提供安全的乘车环境。”王勇说。

如果遭遇极端天气，铁路部门会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列车开行
方 案 。 同 时 强化站车疏导及时向旅
客发布列车运行信息，引导旅客合理
安排行程。优化进出站流线和候车
区域，在重点部位增加引导人员，协
调市政交通部门加强公交、地铁、出
租车接驳，有序疏散旅客，同时，为旅
客退票、改签提供便利。

冬奥期间京张高铁预计运送
运动员、技术官员、持票观众20万人次

（上接1版）“瑞雪迎春”号动车组也
十分契合绿色办冬奥理念。卫生间具有
智能照明功能，检测到有人进入后会自动
调亮灯光，当无人30秒后灯光自动减弱；
空调机组采用变频技术，通过调节压缩机
工作频率控制制冷量输出，提高乘坐舒适
性，也更加节能；给水卫生系统设置回水
再利用功能，可节约用水10%左右。

在运行方面，“瑞雪迎春”号动车组
采用模拟鹰隼和旗鱼的空气动力学头
型，进一步降低空气阻力，让运行更加

节能；能够适应零下 40 摄氏度的高寒
运行环境；列车实现了时速 350 公里的
自动驾驶，具备车站自动发车、区间自
动运行、到站自动停车及开门等功能，
提高了旅客乘坐舒适度、减轻了司机
劳动强度。“列车搭载了‘智慧大脑’，
部署了大量传感器，构建了车载故障
预测及健康管理系统，能够帮助乘务
人员提前发现和防范故障，好比为动
车组配备了随车医生。颜值与内涵兼
具。”贾潞说。

为更好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精
心打造“雪之梦”服务品牌。

目前京张高铁列车上专门成立了
“雪之梦”乘务组，选拔高素质乘务员值
乘冬奥列车，为乘务员量身定制培训方
案，邀请专家进行系统培训，教授英语、
手语、国际礼仪、冬奥知识，严格落实服
务礼仪、乘务标准、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要
求，使服务人员提前熟悉冬奥列车设备

设施的服务性能和设备规范，为旅客提
供贴心服务。

“雪之梦”乘务组提供中英文讲解、
特殊旅客呼叫器、“耳鸣操”演示等特色
服务，为冬奥健儿、各国嘉宾和媒体记者
提供高品质的出行体验。

同时，京张高铁沿线车站也设立了“雪
之梦”服务组，打造站车一体化的高铁服务
品牌，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温
馨服务，让旅客拥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列车上发现涉疫人员后有四步处理法

打造站车一体化的高铁服务品牌

冬奥会期间，通州区环卫部门通
过创新作业模式，延长作业时间、增
加道路清扫保洁力度、配备全新高性
能多功能保洁车等措施，打造出清洁
的城市环境，营造出欢庆冬奥的热烈
氛围。

大年初五，几名环卫工人和两辆
大型机扫车正在潞阳桥西路进行洗
地作业。这是通州京环公司开启“冬
奥模式”，为确保副中心道路环境干
净整洁而增加的一项作业。

据通州京环公司城市机扫中心
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公司制定的

“百日攻坚，助力冬奥”冬季扬尘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他们对潞苑北大街、
六环西侧路、京榆旧路等 6条道路的
主路开展“一扫、两保”作业。同时，
采用人工、机械配合的形式，在每天
中午地表温度 3℃以上时，添加环保
型融雪材料开展午间机械清洗作业，
加大辅路及匝道口人工清扫保洁工

作，并根据气温情况增派洗地车，利
用自带喷枪，逐一对护栏柱墩进行清
理。此外，针对冬奥期间降雪天气，
公司在原有36辆多功能除雪车，27辆
小型融雪剂撒布机，66辆融雪车的基
础上，在城市副中心主要道路上新增
4 辆新型多功能除雪车，每辆车单班
次作业能力提升50%。这种车也是北
京环卫集团在奥运场馆周边配备的
扫雪铲冰主力车型；同时，针对背街
小巷的扫雪铲冰作业难度，公司技术
人员将步道冲刷车改装为小型融雪
车，改装后的车辆可穿梭于城市副中
心背街小巷，配合人工清扫力量第一
时间清理积雪，大大提升了背街小巷
扫雪铲冰作业能力。

春节恰逢冬奥会，通州区各街道
乡镇也纷纷以“冬奥有我 美化家园”
为主题开展垃圾分类宣讲和疫情防
控、环境卫生大扫除、环境整治等志愿
活动。通州区城市管理委也结合疫情

防控措施，多举措为新春佳节和冬奥
会保驾护航。除了做好主要道路、街
巷胡同和公共区域的日常保洁工作
外，还按照清扫保洁等级要求，做到

“一日两普扫，中间捡拾，全天候保
洁”，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和暴

露垃圾。此外还加强督导检查工作，
采取定点与随机的方式对全区市容环
境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卫生死角、积存
垃圾等环境卫生问题第一时间通知属
地及相关部门进行整改，确保全区环
境干净整洁。

疫情防控坚持快严准

公交司机：为冬奥会“打气”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副中心冬奥服务保障

目前，吴秀东和其他 5位保障人
员主要负责在石景山区老山场站为运
营车辆补充天然气。大伙儿开玩笑，
这真是为冬奥会“打气”助威。因为场
站白天还有正常运营的公交车停靠，
冬奥闭环运营车的加气时间为每天18
时至次日凌晨2时。吴秀东每天下午
5点从隔离酒店出发，要一直忙到第二
天凌晨近3点才坐车返回。

吴秀东说，开赛后每天加气车辆
多了一倍，从赛前的30多辆车增加到
70多辆。为保障加气工作在8个小时
内完成，有一名工作人员专门查看进
场公交车气量。“场站不大，每辆车进
场后，要迅速引导至正确点位，每个人
都是一路小跑。既不能让司机等太

久，也不能让车辆在场站门前拥堵。”
每天加气的第一拨高峰是晚上

八九点钟，期间会有十几辆运营车进
场。“师傅，车上还有多少气？”隔着玻
璃，吴秀东高声询问驾驶员。“不多
了，不到三分之一。”听到回答，吴秀
东立刻引导其停进加气站。此时，负
责加气的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好，不到
15 分钟一辆车就加满了。刚驶出加
气站，第二辆车已经就位。

过了晚上10点，进场的公交车明
显变少。吴秀东能到休息间喘口气儿，
摘下N95口罩，脸上是深深的勒痕，双
手也冻得打不了弯儿。他仅用10分钟
解决晚饭，然后迅速返回岗位，查看场
站停车情况，为下一拨高峰做准备。

本报讯（记 者 孙 乐 琪 牛 伟
坤）2 月 5 日 0 时至 6 日 16 时，本市
德尔塔变异株关联疫情新增 2 例
本 土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均 来 自
管 控 人 员 。 昨 日 ，在 北 京 市 新 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 布 会 上 ，市 卫 健 委 副 主 任 王 建
辉 表 示 ，本 市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趋 于
稳定，市民仍需保持警惕，坚持各
项防控措施。

疾控部门已对确诊病例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提醒，正在
接受隔离、管控的人员要严格执行隔
离管控措施，隔离期间出现任何身体
不适要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切实履行

防控责任。
王建辉提示，节后市民要做好健

康监测，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
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新冠
肺炎相关表现，不参加社会活动、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打网约车等，
戴好口罩，及早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
按规定就医，不自行购药、服药，以免
延误诊疗。同时，要主动向单位报告
健康状况。

市民要把防护措施融入日常生
活，比如接收邮件包裹时，要正确佩
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减少直接接
触。市民还要注意保证充足睡眠，适
度运动锻炼，注意饮食调节，保持良
好的心理状态。

疫情防控形势趋稳 市民仍需保持警惕

5日本市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现在很多
主干道由水泥路面改成了沥青路面，
道路平整了，灰尘也少了，开车舒服
很多，特别是人行道改造之后，也好
走多了。老的人行道破损后也会有
工人及时修补。”在滨榆东路上，市民
李弛说起这条道路的变化忍不住竖
起了大拇指。

滨榆东路是城市副中心 2021 年路
面达标修复工程的主要道路之一，这
条路至今已投用超 10 年，主路路面出
现了线裂病害。为延长路面使用年
限，恢复道路交通服务水平，区城市
管理委去年先利用挖掘机、铣刨机将
破损沉陷路面进行了清理，再换填混
凝 土 ，待 路 面 补 强 后 铺 上 粗 沥 青 压
实，最后铺上细沥青确保与原路面无
缝对接。

针对通州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的坑
槽、破损等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已于
2021 年对滨榆东路、新华南路等 50 条
道路进行了达标修复，主要建设内容
为路面修复、井周加固、完善市政管
线、解决排水问题等，根据道路病害实

际情况，采用道路翻建、局部处理、表
面层处理等不同措施，同时完善无障
碍系统、排水系统、慢行系统，使修复
后的城市道路具备更完善的使用功
能。目前，50 条道路修补完毕，修补后
的路面平整洁净，焕然一新。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通盛北
路、新华北路、新华东街、故城东路、玉
带河东街和赵登禹大街 6 条道路正在
办理移交手续，接下来，区城市管理委
还将对这 6 条道路存在的路面破损、
交通标线老化等病害进行修复。修复
将对照慢行系统的评价指标完善相关
交通设施，如增设道钉、完善自行车路
权标线和人行步道设施等。在实施
中，将以处理路面全线病害、预防性养
护为主要原则，整体进行铣刨加铺罩
面处理，根据病害类型及分布情况分
段处理，力争使用寿命全线统一。重
点加强检查井及井周的沉陷病害处
理，提高路面平整度和舒适性，同时排
查路面积水情况，加强路面积水治理，
注重材料设计，兼顾路面结构的实用
性、环保性和经济性。

“7点半准时出发，是我们‘铁打的
规定’，绝不能晚。”自从1月23日开始
加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男
子冰球项目医疗保障工作后，潞河医院
骨科大夫唐本强将第一条规定牢牢记
住。与出发时间的“硬性”规定相对应
的是“弹性”的下班时间。“我们离开场
馆的时间根据比赛时间安排。”要在当
日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半个小时后，才能
够撤离，最晚一次是晚上12点。

参与冬奥会医疗保障工作虽然才
13天，但是为了这场体育盛会，唐本强
和院里各科室30多名老中青三代“潞
河人”已经备战了近半年时间。期间，
他们接受了线上、线下两种形式的急
救培训。内容除了与医学相关的药

品、兴奋剂、运输担架、抢救设备应用
等，还包括冬奥知识、各国饮食习惯、
宗教信仰、英语口语等，每次培训后都
要考试。“内容特别丰富，的确学到了
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感觉又回
到了大学时代。”唐本强回忆起这段学
习培训时光觉得非常值得，也为冬奥
医疗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冰球小组赛提前开赛。在冬奥会
开幕式前，唐本强已经和同事们一起
投入到保障工作中。和冬奥会其他场
馆的医疗保障设施一样，这里设置了
训练馆医疗站、竞赛馆FOP医疗站、运
动员医疗站和观众医疗站，实现了各
大场景各类人群医疗保障全覆盖。

在运动员医疗站，唐本强和同事

们除了要负责运动员的医疗保障，场
馆内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记者及其
他保障人员的医疗救治也由他们负
责。“绝不能让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出现
新冠病毒交叉感染风险！”这是他记住
的第二条规定。每天的工作都是由

“消杀”开始和结束。每接诊一名病
人，接诊的医护人员都要对防护服面
罩、胸前、双手等部位喷洒消毒液，诊
室环境也是一人一消杀。“每天都要进
行很多次消杀，这是对运动员和全体
参与者的负责。”虽然一天重复很多
遍，但大家每次都以“彻底”为标准。

提起任务强度，唐本强觉得比平
时门诊要轻松一些，唯一的不同是患
者随机，不可能来就诊的都是自己本

专业的患者，这对医生的要求也提高
了。“我们每组各专业的医生都有，但
有时也会遇到需要各专业集体‘会诊’
的患者。”唐本强说这些突发情况都不
算问题，在场馆外，他们有强大的专家
团队，遇到问题随时通过对讲机传递
信息，会很快得到专业支持。

进入闭环管理后，唐本强与家人
只能靠电话沟通，每天奔波在宾馆、
场馆两点一线间。“除夕那天我们组
工作结束的早，晚上 8点多就回宾馆
了，通过微信给家里老人拜了年，还
看了一会儿春节晚会，挺幸福的。”唐
本强说，最感谢的就是家里的支持，
等孩子长大后，他要把这段保障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医护人员：做冬奥赛场的“守护神”
本报记者 张程伟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正式拉开大
幕，赛场内的比拼如火如荼，赛场外
的各项保障也在有条不紊地忙碌开
展。在交通运营保障中，就有来自副
中心的公交司机的身影。负责通州
及北三县区域运营的北京公交集团
客五分公司共派出冬奥闭环保障人

员 240人左右，其中驾驶员 100余名，
还有行管员、调度员等。

807路公交车驾驶员吴秀东正在
石景山区老山场站为运营车辆开展
后勤保障。2008年，他就保障过北京
奥运会，如今又参与冬奥保障任务，
成为一名光荣的“双奥公交司机”。

车辆进场一路小跑忙引导

作为一名有 18年工龄、保障过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的司机。当听到保
障冬奥运营的任务后，吴秀东立即积
极响应。

虽然经验丰富，但吴秀东仍和公交
集团其他司机一起参加了严格的保障
培训。“从最基础的驾驶技术、交规开
始，认真学习每条规章制度。别看老师
傅多，但每位司机都是‘从零起步’。保
障运营和平时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在
环线上行驶速度每小时不能超过 50
公里，城市道路上速度保持在每小时
40 到 45 公里之间。每辆车完成保障
任务回到场站还要全面消杀。”

严格消杀和防护流程也让吴秀东
印象深刻。“除了车厢地面和座椅，就
连窗户和窗框边缘的覆盖处都要清
理。那块地方特别小，得用筷子顶着
抹布擦。而且每辆冬奥保障车都经过
改造，驾驶室后面安装隔板，与车厢完
全分开。前门专供司机使用，运动员
和记者走中门和后门。此外车厢里还
安装了通话器，方便有需要的乘客第
一时间与司机联系。”他说。

吴秀东坦言，能够保障双奥固然十
分兴奋，但责任感也越来越重。“我们会
做好每项工作，为冬奥会圆满成功举办
贡献一名副中心公交人的力量。”

吴秀东也时刻准备着支援保障一
线。“现在老山场站的公交有5条线路，
都是从闭环酒店前往主媒体中心。我
们保障的主要对象是各国记者。”

从进入闭环的第一天，吴秀东就
开始熟悉 5条运营线路，对沿线情况
门儿清。“有两家酒店到主媒体中心
都需要35分钟。另一条线比较长，先
后停靠三家酒店再到主媒体中心，需
要 65分钟，每个酒店大概停靠 5分钟
左右。从进入闭环第一天开始，每天

都要走两遍，早就记在心里了。”
冬奥保障任务比正常运营更加

繁忙。冬奥会期间闭环酒店前往主
媒体中心的闭环运营车 24 小时在
岗。白天15分钟一班，晚上发车间隔
稍微久一些，但是不管多晚都有车守
候运送工作人员。“班次多排班儿也
多，知道要进闭环服务，我还锻炼了
一阵，每天去绿心公园跑一圈，希望
能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参与保障工
作。”吴秀东乐呵呵地说。

每条线路都门儿清

老师傅也得“从零”培训

夜幕下，来自国网北京通州供电
公司的场馆电力保障团队工作人员
开始了当天最后一次巡检巡视，50岁
的石逸颖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首
批进入场馆的工作人员，老党员石逸
颖倍感荣耀。为了保证“冰丝带”灯
光绚烂的夜景效果，工作人员巡视时
需要测量记录电力系统末端的电压
电流、接头温度等，全面掌握设备运
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随时上报处
置，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国家速滑馆又称“冰丝带”，是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唯一一个新建的冰
上竞赛场馆，是北京这座世界首个

“双奥之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将承
担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项目。

从照明到制冰，各个环节的顺利
进行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保障。

国家速滑馆临时电力负荷需求
涉及转播、安保、体育展示在内的 19
个业务领域。身处供电保障最前沿，
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组建了144人
的国家速滑馆电力保障团队，队伍中
有身经百战的“保电先锋”，有参与过
2008年北京奥运会供电保障的“冬奥
达人”，有扎根一线多年的配电站室
专家……从供电保障管理、技能人才
配备、多语言沟通服务等多方面做好
充足准备。在统筹考虑各种负荷类
型及永久电源设施情况后，团队为场
馆新增1座预装式配电室、6台箱变、8
台发电机、69千米高低压电缆等共10
类临电设施。

目前，国家速滑馆的电力保障工
作已经完全按照赛时标准进行。1月
23日起，保障团队已全员上岗，到达闭
环内外的各自点位，开展保障工作。

从进入闭环起，石逸颖就给自己
的工作加了码，“在场馆基本完工时
我就进入场馆开始工作，从熟悉环境
到熟悉电器设备的总体接线情况，再
到后期的调试、验收、协助发电等，可
以说全程参与，临近比赛，我更要小
心谨慎，做好场馆的供电保障工作。”

1月 25日是北方小年，下过雪的
北京格外冷。石逸颖的几位同事陆
续进场工作。作为提前进驻人员，他
带着大家熟悉铺设电缆情况、设备负
荷点位等具体情况。“刚下过雪，地面
结冰。一次室外作业时，我一个不留
神踩在冰上滑倒了，当时膝盖重重的
跪在了地上。”这一下，让他觉得钻心
的疼。“同事们赶紧陪我去场馆医疗
站检查，医务人员嘱咐尽量少走动，
但是休息一天就意味着耽误很多工
作。”石逸颖没听劝，忍着疼痛坚持工

作。到了中午吃饭时，原本只要 2分
钟的路程他却硬生生走了20分钟，倔
强的他终于向同事们开了口，“那几
天大家都轮流帮我打饭，腿虽然疼，
但心里热乎乎的。我知道，大家都关
心我，都希望我早点好起来，继续带
着大家把场馆的供电保障工作做好，
为冬奥服好务。”

目前，石逸颖和同事们的工作进
入最后的电力设施隐患排查。“从供
电设备到用电设备，容不得半点闪
失，大家工作时都打起十二分精神。”
石逸颖说，设备的负载率大不大、温
度有没有过高、电流电压是否与常规
数值差别巨大……“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要进行数值对比，观察数值是
否提高、下降，再进行分析，我们要全
力以赴做好保障服务工作，用我们专
业技术保障冬奥会顺利举行。”

供电巡检队：保“冰丝带”灯光绚烂
本报记者 田兆玉

环卫部门：全员进入“冬奥时间”
本报记者 冯维静

副中心50条城市道路“穿新衣”

修补后的路面平整洁净修补后的路面平整洁净，，焕然一新焕然一新。。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进入闭环后，吴秀东每天都要熟悉自己负责的线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 型 车 辆小 型 车 辆
穿梭于大街小穿梭于大街小
巷中巷中，，提升清扫提升清扫
作业能力作业能力。。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