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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福利图”走俏乡村

近年来 ， 工会不
断向村级延伸 ， 很多
村民都加入工会成了
工会会员 ， 享受到工
会提供的各项暖心服
务。 工会开展的困难
帮扶 、 京卡项目 、 文
体活动 、 互助保障等
服务 ， 已成为村民眼
里的 “福利图”， 备受
欢迎。

今年7月底， 当丰台花乡看丹村口西村民小
组的王淑玲拿到职工互助保险37092元赔付金时，
她的眼眶湿润了。

今年43岁的王淑玲是看丹村水泥制品厂的职
工， 今年6月被查出患有宫颈癌， 无论前期的确
诊， 还是后期的治疗， 每月的治疗开销都成了家
中最大的负担。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丈夫的收入
也不高， 自己一个月的医药费就占据了家里半年
的开销， 两口子都是农民户口， 癌症对王淑玲一
家的生活来说是雪上加霜。

6月底， 王淑玲的出险材料被村里的工会干
事送到了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 仅仅一个
多月后， 她就收到了3万多元的赔付金， 这一下
子缓解了全家的经济压力。

“回想2011年年底花费90元投保的保障期三
年的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 和2014
年4月花费72元投保的2份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
互助保障计划》， 总共100多元的投入， 却在关键
时刻， 收到了百倍的保障！” 王淑玲感激地说。

无独有偶。 2012年年底， 34岁的看丹村村民
霍宏靓也被查出患上宫颈癌，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
霹雳般击倒了她， 就在霍大姐为医疗费发愁时，
职工互助保险北京办事处向她伸出了援手。 原
来， 霍宏靓在之前投了两份 《女职工特殊疾病互
助保障计划》， 72元的保费却得到2万多元的赔
付， 这让收入微薄的霍宏靓一家在经济上得到了
不小的缓解。

如今， 在得到系统的治疗后， 霍宏靓的病情
已基本稳定。 “真的感谢职工互助险， 以前没想
过自己会得病， 对职工互助保险压根就没往心里
去。 谁承想， 得病后工会干部迅速帮我办理了赔
付， 它让我重拾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也让我坚
强、 乐观地面对困难。” 霍大姐满眼温暖地说。

据看丹村工会主席惠振敏介绍， 丰台花乡看
丹村工会自2003年开始， 为看丹村村民办理在职
职工互助保险。 现在看丹村参保了 《在职职工重
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
互助保障计划》、 《在职职工子女意外伤害互助
保障计划》 三个险种。 截至2014年8月底， 全村
参保人员达847人， 共出险30例， 赔付金额达到
29.8万元。

“在10多年的时间里， 职工互助保险为看丹
村村民提供了最暖心的保障， 搭建了最温馨的
‘避风港湾’， 受到了女职工的衷心拥护， 我们辛
苦点， 让更多家庭有更好的保障， 这就是最有意
义的！” 惠振敏说。

“说到工会，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暖洋
洋的帮扶。” 已经年过六旬的昌平职工陈
启明道出了良各庄村民的心声。

“因为其他事情， 李爱仙登门入户嘘
寒问暖时发现了我有困难 。” 陈启明说 ，
“她跟我打个招呼， 就到镇里找到有关部
门， 为我办理了低保， 还为我的残疾儿子
申请到一辆残疾车。 如今， 家里基本生活
有了保障， 儿子也甩掉了双拐， 开着残疾
车为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昌平区百善镇东北方向有个村子叫良
各庄， 全村有123户近300口人。 别看村子
不大， 这里的人要么到工厂打工， 要么自
己开店， 绝大部分人具有职工和村民双重
身份。 是职工， 就跟工会沾上了边儿， 同
时也跟村联合工会和工会主席李爱仙攀上
了关系。

“我看不见路， 行动不便。 我跟村工
会一打招呼， 她就帮我填报表， 写申请，
办理残疾证。” 盲残人王艳秋说， “不光
这些， 残疾人有什么补助、 救济之类的，
李爱仙都记在心上 。 她几次找区 、 镇残
联， 为我申请了生活补助包， 我家盲道的
走廊扶手， 也是工会帮着安装的。”

职工纪大龙与河南籍姑娘陈志伟结
婚， 按有关政策， 她结婚满3年可以将户
口迁至北京。 而对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夫
妻俩都很犯难。 为了帮助陈志伟按时将户
口迁至北京， 李爱仙磨破了鞋底、 费尽了
口舌 。 一次次寻访 ， 一次次长途电话询
问， 一次次写信催促 “河南” 邮寄相关材
料……

谁家结婚办喜事儿， 李爱仙保准第一
个送去祝福； 村里哪一家得儿抱孙， 李爱
仙又是红糖又是鸡蛋， 不论关系远近、 亲
疏， 她都会自掏腰包， 对新妈妈表示慰问
与祝福。 从2002年开始， 她一直为67户职
工交电话费 ， 这一交就是 11年 。 她说 ：
“职工跑七八里路多辛苦， 我帮大伙跑这
个腿儿———值！”

村里职工多， 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李
爱仙就创建了 “京北丽人” 志愿服务队。
目前， 这支由35名职工组成的服务队， 坚
持每月在村里开展环境治理、 扶贫助困、
治安巡逻等活动， 不仅方便了职工， 还维
护了村里的稳定。

在平谷区刘家店镇， 随着全镇
村级工会的普遍建立， 京卡已经成
为村民的 “福利卡”。

刘家店镇总工会副主席王春景
告诉记者， 目前， 刘家店镇各村联
合工会及小微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
组织农民工申请办卡673张 ， 农民
工持卡总数达到1723人。 其中， 73
名持卡困难农民工获得了困难帮扶
救助， 69名持卡农民工加入北京市
总工会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7
名持卡农民工获得住院补助 ， 381
名持卡农民工获得住院医药费二次
报销。

王春景还向记者讲述了村民使
用京卡的故事。

刘连兴是刘家店镇的一名农民
工， 也是一名在册的困难农民工。
前几年， 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他
家的房屋和全部家当， 使本来就困
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得知他的遭遇
后， 区、 镇两级工会立即按照京卡
的有关规定 ， 为其办理了理赔手
续， 并得到了及时赔付。

刘连兴感慨地说： “京卡真是
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3000元的
理赔款， 无疑是雪中送炭， 支撑我
渡过难关、 重建家园、 重树生活勇
气！”

王春景告诉记者， 京卡早成为
刘家店镇村工会会员贴心的 “福利
卡”。 现在农民工及家属都知道京
卡可做一般储蓄卡使用外， 还具备
向工会会员提供免费互助保险、 免
费法律咨询及法律援助、 临时应急
救助 、 职业介绍 、 12351网上商城
购物等几百项免费和优惠服务项
目。

如今， 村工会会员京卡丢失 、
京卡变更等， 他们往往会找镇工会
服务站及时补办、 变更。

“靠着京卡的福利 ， 刘家店镇
工会不断壮大， 会员不断增多。 前
几年， 刘家店镇拥有京卡的工会会
员不过几百人 ， 如今 ， 全镇已有
4500名会员拥有京卡。” 王春景说。

“运动会不仅强健了体魄， 同时让我
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温暖和力量。 来
年的运动会我会再报名参加跑步项目， 迎
接一个全新的挑战！”

今年30岁的钱鹏， 是丰台南苑乡西铁
营村综合治理部门的一名联防队员， 在刚
过去不久的西铁营村2014年运动会中， 他
报名参加了男子踢毽和团体毽球的比赛，
并最终获得了个人第三名和团体第一名的
好成绩。

“本次职工运动会是我村历史上规模
最大、 参与职工人数最多的一届盛会。 运
动会共设有个人、 团体等22个比赛项目，
公司各单位组成了7支代表队， 共计438名
运动员参赛， 观众近百人。” 西铁营村工
会联合会主席张芳说。

据张芳介绍， 为了办好运动会， 村工
会在运动员服装、 奖品、 道具、 会场布置
等细节方面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 共投入
近百名工作人员及35万余元的资金力量支
持。

“还有几年我就要退休了， 对于本次
参加团体项目的机会我倍加珍惜， 很早便
与队员们开始准备， 不仅借了器材， 更是
利用下班时间认真、 反复地练习。”

今年56岁的钱志斌也是西铁营村一名
联防队员， 在今年的运动会中， 他参加了
团体项目协力竞走， 在与综合治理代表队
其他队员共同努力下， 最终获得了团体第
四名。

平日里喜欢打乒乓球的老钱， 身体很
硬朗 。 在他看来 ， 协力竞走项目既具
有 足 够的趣味性 ， 又能够培养团结协
作的精神， 因此， 他与综合治理部门的
几个老同事一同报名参加了这个四人团体
项目。

从刚开始的艰难移动踏板， 到后来四
人步伐整齐、 移动迅速， 老钱和队友们付
出的辛苦与汗水可谓是所有参赛队员中最
多的。

“通过这个项目的不断练习， 我体会
到了集体荣誉感的喜悦， 希望以后的运动
会能多设立这种形式新颖、 老少皆宜的团
体项目。 尽管取得的最终成绩不太理想，
但明年我们老哥儿几个还会继续报名参
赛！” 钱志斌兴奋地告诉记者。

“工会福利图”之一：

“扶贫助困首先想到工会”

“工会福利图”之二：

“京卡是我们的福利卡”

“工会福利图”之三：

“我们体会到了集体荣誉感的喜悦”

“工会福利图”之四：

“为我们增加了一道暖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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