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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为改善社区治安状况 苦口婆心说服居民换锁
■为丰富社区孩子生活 假日期间开展各种活动
■为保障服务随叫随到 常深夜还在社区 “蜗居”
■他就是米粮库社区民警、 “全国劳动模范” ———

■首都工会人

多次驱车100多里看望脑梗职工
中铁二十二局电气化公司哈分公司工会主席李宏伟

□通讯员 吴晓丹 张丽萍 文/摄

善调纠纷被称社区“公平秤”
劳模片警王川

□本报记者 张江艳

“走， 咱找川儿评理去！” 米
粮库社区的两个居民因琐事发生
纠纷 ， 最后一致决定求助 “川
儿”。 他们口中的 “川儿” 是北
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在米粮库
社区的驻区民警。 提起 “川儿”，
在米粮库社区， 大家都说他是一
杆 “公平秤”， “川儿” 这个名
字透着亲， 透着近， 透着老百姓
打心眼儿里对他的喜爱。

维护社区安全
现场示范推动居民换锁

米粮库社区是2003年4月由
恭俭社区和米粮库社区合并而成
的。 这是一个常住人口5174人 、
2147户、 流动人口1000余人的大
社区， 辖区内多是平房、 胡同，
道路四通八达， 人员流量大、 治
安情况复杂。 管理面积的扩大，
意味着管理难度的加大， 况且此
前社区曾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
这让老百姓心生恐慌， 又盼着来
个能人管一管。 这时候， 王川来
了。

根据社区平房分布的特点 ，
王川尝试封闭式管理。 从2001年
6月开始到2004年8月， 经过与辖
区多家单位反复协调， 最终在社
区单位和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
他组织人手先后在社区的4个胡
同口安装上了铁栅栏门， 同时还
设立了治安岗亭， 安装了监控探
头 ， 实现了技防物防的有机结
合， 使社区内百分之九十的平房
院落纳入封闭监控的范围。

大门口看住了， 居民家门口
也要加强防范。 为提升平房户的
安全防范系数， 王川决定争取在
社区试点， 将挂锁更换为 “门磁
报警锁”。 王川和居委会主任拎
着样品， 到使用挂锁的居民家中
逐户宣传换锁的好处， 并现场演
示。 他们演示得一板一眼， 居民
那里边观望边猜疑。 “我们家本
来就没什么值钱东西 ， 不怕贼
偷， 用不着安这玩意儿。” “你
们这么起劲地推销 ， 有利可图
吧？” 王川听了， 先是耐心地重
复讲解安全的重要性， 又坦诚地
告诉居民， 安装一把 “门磁报警
锁”， 厂家收100元钱。 这钱呢，

区政府出50元， 居民承担50元，
根本不存在获利之说。

经过王川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两个月的努力， 320把 “门磁报
警锁” 换装完毕， 重点户的安装
率达到100%， 辖区入室盗窃等
刑事案件得到有效遏制。

服务社区孩子
办 “假日课堂” 受好评

“身为民警， ‘民’ 永远都
在 ‘警’ 之上。” 这是王川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老百姓的需
求就是自己的工作目标 。 基于
此， 王川很多为民服务的创意做
法应运而生， “假日课堂” 的设
立就是一个例子。

假期是孩子们自由放松的时
光， 可也是不少双职工家长 “头
疼” 的时候。 王川了解到辖区的
一些孩子在每年学校放假期间没
有地方去， 有的家庭白天没有大
人。 这些 “放了羊” 的孩子成了
家长工作时的牵挂。 于是， 王川
与社区干部将社区内的中小学生
集中起来， 开展 “假日课堂” 活
动。

“假日课堂” 期间， 除了督
促孩子们按时完成作业， 王川还
组织他们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
旗， 到社区的驻地部队参观， 看
望孤寡老人送温暖， 邀请他们与
社区保安、 治保主任一起， 在社
区内巡逻， 体验社区警务工作。

“假日课堂” 的一系列活动，
带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假期， 不
仅让孩子们学到了知识、 开阔了
眼界， 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集体
荣誉感， 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以及
家长们由衷的感激。

心系社区居民
任何时候都随叫随到

“川儿啊， 你还知道我是谁

吗？” “李大妈吧。 您又遇到什
么事啦？” 正在社区执勤的王川
在电话里听出了李大妈的声音 。
“我给你包了粽子， 你来吃吧！”
李大妈在电话那头说。

70多岁的李大妈并不是米粮
库社区的居民， 而是住在邻近的
白米社区。 几年前， 李大妈因在
门前放东西影响了邻居老两口的
出行， 双方发生纠纷。 两个老太
太互相对骂， 打110就不下5次，
最后双方慕名来到米粮库社区，
就找王川调解此事， 最后双方圆
满化解了 “干戈”。

这几年李大妈有事就爱找王
川唠唠， 有好吃的也爱想着他，
这不又包了粽子。 而忙于工作的
王川挂上电话， 粽子的事就放在
一边了 。 可李大妈却一直惦记
着， 几次三番的催促王川必须到
她家一趟。 王川只好从命。 当他
推开老人的家门， 李大妈满脸笑
容， 拿出那袋特意留的粽子。

社区里很多居民都和王川保
持了这种亲密关系。 和王川接触
有10年之久的社区服务站陈站长
说， 社区里不论几十岁的老人，
还是几岁的娃娃都认识王川， 也
愿意和他接触。 2010年有一位老
人摔成骨折， 子女不在身边， 非
得通过王川给找保姆， 老百姓打
心眼里喜欢他、 信任王川， 感觉
和他特别的亲。 “王川把自己全
交给了社区， 为了社区居民的安
居， 他养成了不干完工作绝不下
班的习惯， 居委会的那个沙发成
了他常常深夜 ‘蜗居’ 打盹儿的
地方。” 陈站长介绍， 即使是王
川刚到家或所里， 居民的一个电
话也能让他随叫随到。

王川说 ， 他一到社区就兴
奋， 不论开会还是其他原因一离
开社区就惦记着。 随着北京市公
安机关社区民警驻区制的逐步推
开， 米粮库社区也成了王川名副
其实的家。

“为企业办实事， 为职工做
好事”。 从 2001年担任了哈分公
司 工 会 主 席 的 那 一 天 起 ， 他
就 坚 定了这个信念 ， 把自己全
部 心 血 和 热 情 奉 献 在 所 钟 爱
的 岗 位上 。 有人对他说 “现在
的基层工会工作不好做”， 他总
是笑笑 ， 说 “只要带着感情去
做、 带着真心去做， 就一定能做
好”。 李宏伟是这么说的， 也是
这么做的。

作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的第
一知情人、 贴心人， 李宏伟心中

时刻都挂念着困难职工群众。 近
些年， 他在工作中把送温暖工程
摆在突出位置 ， 精密组织 ， 以
“进万家门、 知万家情， 解万家
难、 暖万家心” 为内容， 加大帮
扶工作力度。 由于哈尔滨的冬季
非常寒冷 ， 部分大学生家居外
地， 所带衣服单薄， 无法过冬。
李宏伟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
深入到项目部了解情况， 将近万
元购置御寒衣物的过冬钱发到新
职工手中。 妥善解决项目职工实
际困难， 消除在外工作人员的后

顾之忧。 并利用 “元旦”、 “春
节” 等重大节日， 对困难职工、
离退休职工 、 遗属人员进行慰
问。

退休职工伊志文因患脑梗 ，
生活不能自理， 家庭条件非常困
难。 李宏伟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和
治疗， 多次到医院看望， 了解病
情。 出院后， 李宏伟和有关人员
多次驱车到70公里外的伊志文家
里送上慰问金， 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职工闫海龙家里发生火灾，
东西全部烧毁， 李宏伟第一时间

赶到其家中， 送上慰问金。 为了
使困难职工真正得到资助， 李宏
伟亲自到困难职工家里查看情
况 ， 由于职工住的地方特别分
散， 有时李宏伟从早上5点就出
家门， 一天要跑十几户， 给他们
送去组织的温暖。

此外， 多年来， 在李宏伟的
带领下， 公司工会在上级工会和
公司行政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开
展 “模范职工之家” 活动。 多次
荣获各级 “模范职工之家 ” 称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