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靳利是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的一名普
通干部，从业二十余年，让他积累了丰富的
食品安全保障经验。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
在了自家门口，他义不容辞的踏上了保障征
程，去履行他的光荣使命。不过在这背后，
他和他的家庭也同时付出着巨大的牺牲，真
正做到了舍小家顾大家，为冬奥会的成功举
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家里，王靳利是他儿子的好父亲，是
他父母的好儿子，更是他姥姥和姥爷的好外
孙。他的姥姥和姥爷现在已有94岁的高
龄，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需要人来照
顾。另外，他的父亲和母亲也是70岁的老
人了，且患有不同程度的冠心病、糖尿病和
高血压等疾病，身体也都不是很好。所以，
他主动肩负起家庭重担，平时除了工作就是
回家协助父母亲照顾两位高龄老人。他的
母亲更是常和别人说，自己养了一个特别孝
顺的好儿子，大大小小事情也都靠他打理，
家里离了他还真不行。可就在这种情况下，
当知道他需要封闭三个月的时间去参加冬
奥保障时，整个家庭都毅然决然的选择支持
的他的工作，认为这也是全家的光荣，要客
服一切困难为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微薄的
力量。他的儿子现在读高二，在繁重紧张的
学习之余，也力所能及的干起了各种家务
活，帮助爸爸分担家务。同时，他也更感激
他的妻子，一直在默默的帮助他照看着这个
家。在他保障这段时间，妻子更是天天两点
一线，尽全力帮助他履行着好父亲、好儿子
和好外孙的责任。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举办一届
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是人心所
向。确保防疫安全的同时，保障食品安全也
同样重要。他因为工作经验丰富，被安排到
延庆冬奥村这个最重要的保障岗位上。延
庆冬奥村为9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运
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24小时不间断供餐服
务。为此，他带队组织人员采取三班倒的方
式昼夜值守，确保食品安全监管无空档，开
启全天候的安全保障。他每天都重复着一
套同样的规定性动作，那就是冒着寒风接

收运动员专供食材；穿戴严密的口罩衣
帽开展制餐供餐检查；举着检测设备
进行食品安全检测；进入冷库核对食
品留样；陪同工作人员检查冷热链
食材运输温度；拿着文件夹撰写检
查笔录和工作记录；还有就是陪着
厨房师傅们一同度 过慢慢长
夜。因为冬奥村 各个监
管点位间距离 也是非

常远，他
每天都用近

两万步的步数
和同事们一起
来换取冬奥村24
小 时 的 供 餐 安
全。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让冬奥村在
满足各国运动员不同

口味、不同宗教和特定饮
食需求的基础上，更让运动

员享受到最安全的就餐服务。
王靳利在冬奥保障一线的

战斗中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用最严谨的工作态
度创出了一流的工作业绩。
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他这样
的干部的无私奉献，才能真
正保障为世界呈现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

会。所以他不仅仅是个好父
亲、好儿子、好外孙，同时也更
是一名好同志、好战友、好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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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奥会，奥运圣火再
次在鸟巢点燃，举国欢腾。延庆区市
场监管局的张露是此次冬奥会保障工
作中的一员，他既激动又骄傲，这是由
于张露仅入职5个月就能参与这重要
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组织
和领导对张露的信任，但正是由于这
一点，他也感觉到了“压力山大”。

打铁还需自身硬，如何高质量的
完成冬奥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如何实
现“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的工作
目标，这都需要扎实的业务本领。在
冬奥保障正式闭环之前，张露主动学
习食品监管相关法律条例、参加食品
监管及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
请教食品安全保障的老兵以及到驻点
酒店进行实战演习增强自身能力。从
1月15日正式入驻酒店以来，张露时
刻铭记“冬奥大事，必作于细”，才能力
保冬奥食品安全“零事故”发生。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做细致的监
督者。保障初期，酒店与供餐保障工
作存在着供需矛盾：餐厅工作人员还
未就位；餐位不足需要分时段分流就
餐；防疫工作要求与物资接收、送餐路
线冲突；餐厅设施老旧。张露和另一
位保障人员闻浩就亲身到酒店踏勘，

与酒店餐饮部门协调送餐模式、传达
政策要求，严格把控收货关、食材存储
关、快检关、从业人员健康关、操作流
程关、留样关、消毒关、食品存储关、出
餐查验关，为酒店制作食材采购情况
记录、餐饮人员晨午检记录、消毒记录
等一系列食品安全记录材料。锻炼一
副顺风耳，做细心的服务者。在保障
期间，酒店工作人员的任务繁重，无法
及时将每天的数据信息上传到冬奥赛
事综合保障组指挥调度平台，导致数
据信息混乱，甚至酒店工作人员出现
了情绪奔溃的情况。当得知这一情况
后，张露与闻浩将这一工作先接到手
中，帮酒店工作人员将冬奥赛事平台
数据内容加入到台账中，并协调供货
商将系统所需内容提前整理到食材采
购情况记录表中，解决了数据信息收
集的繁琐，提高了工作效率。

其次，他们和酒店餐饮总监重新
梳理收货过程，确立专人专职，开展培
训，亲自教工作人员完成收货、台账、
录入系统这一工作链条。同时重新对
酒店供货商的资质进行审核，保证供
货商供货与酒店收货全程无接触，收
货时对食材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感官
性状、储存运输条件以及冷链产品来
源一一核对，做到从食材进入酒店到
菜肴端上餐桌，每一步都有保障人员
进行监管，做到对食品的全链条全流
程监管，确保冬奥“舌尖安全”。

拥抱一个冬奥梦，做使命的践行
者。作为志愿者驻地中的一颗“小螺
钉”，就要发挥钉钉子般的精神，把工
作做细、做实、做精，保证志愿者吃得
放心、吃得舒心、吃得开心，确保食品
安全“零事故”，站好每一班岗，这无疑
是冬奥梦的最好实现方式。

冬奥保障工作仍在继续，战斗仍
未停歇，他们将继续奋斗在一线，将常
态化检查落实落细，继续开展食品安
全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全力以赴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志愿者“舌尖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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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一名门头沟区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非常荣幸能够被选派前来
参加2022冬奥会的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由于之前的工作内容不涉及食
品相关内容，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使
命，在冬奥保障之前，他就积极参加
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并且前往龙泉宾
馆进行门头沟区“两会”的食品保障
工作，以尽快熟悉工作内容。

在进入闭环之前，王宇在延庆同
事的安排下提前来到工作地点踩点，
了解到工作场所是临时改造的大型
制餐送餐中心，需要和健坤集团这样
的大型餐饮企业配合，保障工作涵盖
从食品原材料交接、烹饪加工、留样、
消毒到监督企业落实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规定、疫情防控要点等一系列内
容，可谓任务艰巨。另一方面，由于
工作地点之前是延庆区的军训中心，
冬天没有活动，所以这个工作区没有
集中供暖，无论是住宿还是工作都是
使用电暖器，在这个冰雪交加的季节
还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健坤集配中心共有工作人员120
多人，要在赛事保障阪泉服务中心
（海坨收费站高风险、二号地高风险、
四号地高风险）、延庆制服制证中心、
大临保障点、山地运行中心、雪具中

心、下屯换乘站高风险、高铁东停车
场高风险、武警等十几个供餐点位，
每天制餐早中晚三顿超过5000份，因
此进货量巨大。从1月20日到2月10
日期间，总共接收定采食材54批次，
共计386633公斤，包括蔬菜、粮油、冻
货、鸡蛋、牛奶、调料；还有自采食材5
批次，共计9023公斤；赞助商赞助饮
料超过20000公斤。每次接收货物都
要保障组成员前来监督食材的各类手
续材料是否齐全，尤其是对于冻货的
各批次检测，确保食材不会受到污染。

为了能让各个供餐点位在七点
就吃上热腾腾的早餐，集配中心凌晨
三点半钟就开始了早餐的制作，保障
小组也同一时间对制餐环境进行现
场监督，保证出锅温度，配合ATP快
检确保餐盒餐桶清洁卫生。结束了
三餐制备的监督，晚上就要对当天所
有数据进行汇总，统计进货量、食品
留样、快检数量、人员食品库房的核
酸检测数量，以及时上报方便领导统
筹规划。

在之后的时间里，王宇还继续完
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冬奥保障任务，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全力做好冬奥
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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