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首都工会人

巧借京卡优势说服企业建会
丰台马家堡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卢丽萍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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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裁缝”曹芳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街心公园也能裁成精品工程

■开放式街心公园经她手打造， 成了精品
■应对灾害天气她身先士卒， 鞋子曾磨破
■时时处处关心职工， 她被称职工大家长
■她就是北京市西城区滨河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您好， 我是丰台马家堡街
道总工会副主席卢丽萍， 我过来
想了解下咱们公司的经营情况
……”

“让我看看公司的营业执照
吧……咱们公司是独立法人单
位， 应该建会。”

寒风凛冽 ， 卢丽萍从马家
堡街道总工会一路走来， 黑色带
花围巾严严实实箍在脖子上， 黑
色羽绒服拉链也拉到最上面， 尽
管如此， 来到辖区这家休闲娱乐
类公司时， 手还是冻得有些木。

“建会早成了我们的日常工
作， 今天下午有点时间， 从数据
库里发现这家企业没建会， 我就
跑过来了。”

卢丽萍跑的这家企业还比较
好沟通， 得知对方对工会有了解
后， 卢丽萍心下一喜， 开始更多
介绍工会的福利项目。

“建会了就能给你们职工办
京卡了， 持京卡购物、 逛公园、
看电影、 买书、 做汽车护理都能
享受一定优惠折扣， 此外， 京卡
里还有两项免费保险， 这对职工

来说， 都是好事啊。”
店长了解到建会的情况后 ，

告诉卢丽萍明天向集团老板反
映， 尽快给回话。 留下工会的宣
传材料和联系方式， 卢丽萍就离
开了。

“跑建会很难， 尤其是小微
企业， 他们自身流动性极强， 都
不稳定， 怎么有心思考虑建会的
事？” 谈到建会的难处， 卢丽萍
如是说道。 对企业没有任何约束
力， 让跑建会变成一场场 “单打
独斗”， “要是工会能跟街道的

综治、 城管、 劳动监察、 工商、
税务实现资源共享， 几个部门联
动起来， 对企业有些制约， 建会
能容易很多。”

建会艰辛也要跑。 “10人左
右的小企业就让社区联合工会去
跑， 几十人的企业由我们街道工
会出面去跑， 不能怕麻烦， 要时
不时登企业的门， 这次不建， 下
次再去 ， 下次不建 ， 下下次再
去， 磨多了， 就磨软了。”

马家堡街道今年有近200家
小微企业加入了工会。

“每当我走进公园 ， 看到葱
郁的树木、 盛开的花朵、 快乐的
游人， 都会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上周， 接受记者采访
时曹芳如是说。

从1986年来到滨河公园， 到
2003年担任书记兼主任全面主持
工作， 曹芳为这座小小的街心公
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 尤其是
2005年公园通过 “精品公园” 验
收， 以及2012年 “滨河绿道” 南
段工程顺利竣工， 成为了曹芳心
中 “最重要的收获”。 她也因此
被大家称为 “公园好裁缝”。

独到审美能力
打造街心公园成精品

“对于滨河公园这样一个开
放式街心公园来说， 能获得 ‘精
品公园’ 的称号并非易事。” 曹
芳解释说。 于是， 在公园2001年
大规模改造的基础上， 她成立了
领导小组， 亲自带领职工在公园
内进行精细化的环境综合整治。
过程中， 她将公园内有3000多年
历史的蓟城遗迹同城市的绿化需
求、 居民的休闲需要结合起来。

“当时 ， 我们就期望别在硬
件上有什么纰漏。” 曹芳介绍说，
“不料， 验收专家看了之后却大
加赞扬：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街心
公园能有这么美的景色， 这么好
的管理理念和方式。”

2012年4月起 ， 管理处开始
了滨水绿道南段的建设。 当时曹
芳已不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
但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 她
常驻建设工地， 每日进行安全检
查 ， 发现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
知。 同时， 督促建设效果， 提出
修改建议。 一开始， 不少工人都
觉得这个女领导有点 “事儿 ”，
但看到改后效果， 大家就心服口
服了 ， 直说 ： “还是她更懂审
美。”

在多年的管理工作中， 曹芳
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独有的 “好裁
缝” 理念。 “我们的工作就像裁
缝一样， 不仅要有高超的专业技
术， 还要有一定的审美和理解能
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设
计师的意图， 才能把图纸上的景
观自然、 灵动的表现出来。” 她
说。

应对灾害天气
身先士卒鞋子曾磨烂

现在， 人们对环境的关注以
及休闲意识比以往有了很大提
升， 所以每每有人问起曹芳的工
作 ， 都会招来一片 “羡慕嫉妒
恨”。 很多人觉得， 曹芳的工作
就是 “春看百花秋赏月， 夏纳凉
风冬踏雪”。 殊不知， 她的工作
中还有很多辛苦和忙碌。

2012年北京的 “7·21” 特大
暴雨灾害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记忆， 但是对曹芳和滨
河公园管理处来说 ， 2011年的

“6·23” 大雨比这次更让她印象
深刻。

“当天， 大观园附近南滨河
路段的100多棵树都因为暴雨瞬
间倾倒， 那里也成了全西城区受
灾最严重的地段之一。” 曹芳回
忆说， “虽然我们有应急预案，
但是谁也没想到雨会下那么大。”

在接到巡查人员的电话后 ，
曹芳和同事虽然立刻动身奔赴现
场。 可是， 路上积水太深， 车辆
无法行驶， 他们只好从广安门一
路走到大观园。 近3公里的路途，
大多数时候， 曹芳的小腿都淹没
在水里 ， 有时甚至已经到了膝
盖。 到现场后， 她一边抓紧查看

灾情、 指挥救援抢修， 一边跟大
家清理道路。 整个晚上， 她都在
不停地走来走去 ， 鞋子都走烂
了。

整个抢修工作持续了一个礼
拜才结束。 “虽然辛苦， 但有了
这次经历 ， 应对 ‘7·21’ 抢险
时 ， 我们的团队从容了很多 。”
曹芳说。

加班加点工作
时常作业超18小时

冬天对于园林行业工作者来
说， 是相对轻松的季节， 但对于
曹方来说， 却是一年中最艰难的
时刻。 因为长期繁忙的工作， 让
她的健康状况严重受损， 每到深
秋初冬的时候， 她都要病上一段
时间 。 同事们甚至开玩笑说 ：
“书记， 你不能休息啊， 一休息
就病， 天生就是干活的命。”

“现 在 想 来 ， 大 概 是 因 为
2007年到2009年工作太多， 以致
严重透支了体力。” 在曹芳的印
象中， 这几年 “很辛苦”。 她的
一位同事告诉记者： “因为北京
奥运会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
的接连举办， 对绿化任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那段时间早上6点
来， 晚上12点回家都是正常的，
有时太晚或者太累了就在办公室
里眯一宿。” 几个月都持续这种
状态， 对一个女同志来说简直就
是极限挑战。 尽管如此， 曹芳却
从未降低作业要求。 只要看到问
题， 她就会立刻通知相关负责人
处理， 有时还跟同事们一起去摘
枯死的树枝、 开败的残花。

2009年后的每个冬天， “上
班忙工作下班打吊瓶” 俨然成了
曹芳最常见的生活状态。 尽管医
生建议她注意休息， 但她还是边
看病边上班。 甚至， 有时候觉得
不舒服了， 就临时去医院挂瓶点
滴， 然后再回到工地或者单位上
工作。

2012年， 西城区园林中心考
虑到她的身体状况， 为管理处调
来了新的行政主任， 帮她分担繁
重的工作。 “十分感谢上级领导
的关心，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
作。” 曹芳笑着说。

被称职工家长
持久关怀温暖人心

在滨河公园里， 游客能感受
到四季分明的北京， 但滨河公园
管理处这个大家庭里却是四季如
春， 而曹芳就像这个家庭的大家
长， 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位成
员。

“我常跟他们说 ， 把高兴留
在家里， 把不高兴带到单位来，
能解决的我肯定给大家解决， 解
决不了的， 也能有个渠道发泄一
下。” 曹芳说。 她坦言， 之所以
如此重视职工们的生活， 除了因
为从事多年的团委、 计生、 工会
工作外， 最重要的是她对这个行
业的辛苦有着切身体会。 “以前
我们职工工资低， 但是大家都很
认真的工作。 现在单位的条件越
来越好了， 多关心关心大家， 再
理所应当不过了。”

这些年来， 曹芳始终坚持做
到 “七到现场”。 不管是职工家
的婚丧嫁娶 ， 还是其他大事小
情， 她都会组织单位班子成员到
职工家中慰问。 有意思的是， 管
理处恰好就在一座小四合院中办
公， 更为这个和谐的团队增添了
居家的气氛。 每逢国家的法定节
日， 甚至是一些传统节气， 小院
里总会热闹一番。 “我们会给大
家准备 ‘小礼物 ’。 比如腊八 ，
我们就给职工发蒜和醋， 既应景
又帮大家省点儿事儿。”

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值钱， 但
是每位职工收到后， 都会露出最
美的笑脸， 用他们的话说， “点
滴而持久的关怀才是最温暖人心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