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走访房山山区乡镇———南窖乡 “站家合一”
的职工服务站、 城关街道长育中心小学职工之家时发现，
房山区特别是其边远地区的职工之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以前的没有活动设施， 活动少或者没有活动， 到如今基
层职工之家逐步实现规范化， “家味” 越来越浓厚， 对促
进本单位、 本地区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本报记者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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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山山职职工工之之家家从从““家家味味””上上下下功功夫夫
工工作作重重心心下下沉沉 服服务务窗窗口口前前置置

山里也有职工之家

“2012年的时候 ， 我们这里
什么活动也没有， 就是想搞活动
也没有设施， 就连看个电视的地
方也没有。” 近日记者在南窖乡
采访时， 工会主席孟令宗告诉记
者。 南窖乡是处在房山山区里的
一个乡镇 ， 总人口只有 7000多
人， 除了已经关停的三家煤矿，
其他基本没有企业。

“现在我们的会员有 700多
人， 其中500余人是三家已关停
煤矿的工人， 另外200多人是乡
政府的全体干部职工， 为了把这
些职工会员服务好， 我们从去年
10月开始筹建这个工会服务站，
同时这里也是职工之家。” 孟令
宗指着这间房说， “以前的工会
服务站就设在乡政府那栋楼里
面， 一个50平方米的房间， 除了
我之外只有一个联系人。 之前我
也不是专职的工会主席。 去年让
我专职干， 我就想我一定得干出
个样子来。 于是我就计划建个专
门的工会服务站和规范化的职工
之家。”

当时恰巧南窖中学并入良乡
中学之后 ， 原来的教学楼闲置
着。 孟令宗就找到乡教委主任，
想要两间房， 建规范化的工会服
务站。 当时先要了70平方米的两
间房 ， 除了服务站办公的地方
外， 还购置了跑步机、 音响、 台
球等设施。

孟令宗带着记者一一参观了
这些活动室， 还给记者演示了一
下健身器材的用法。 多功能厅面
积有140平方米， 天花板上装了
两个小镭射灯， 打开开关转动起
来之后， 整个厅里光影闪烁、 流
光溢彩。 孟令宗告诉记者， 每个
活动室的墙上还都贴着与活动内
容相对应的文字标语和装饰图
案。

“前天晚上9点， 我们就在这
儿组织了一次联谊， 乡中心小学

教师、 乡卫生院医护人员、 乡政
府干部职工等100多名年轻人在
这里唱卡拉OK。 我跟他们说 ：
‘你们要是在这联谊会上结成一
对 ， 我们乡工会为你们主持婚
礼 。’” 谈起这些服务职工的活
动， 孟令宗显得颇为兴奋， “前
段时间我们还举办了登山比赛、
十八大知识竞赛。 下一步， 我们
还要在体育局的篮球场举办职工
篮球赛。”

关于服务站里这些活动室的
开放时间， 他说： “现在中午吃
饭后经常有会员过来活动， 下一
步我们要把服务时间延长， 晚上
6点到9点也对会员开放， 因为有
些晚上值班没回家的职工也想过
来。”

建家也要服务于业务工作

来到位于房山城关街道卧虎
山公园脚下的长育中心小学时，
校门前宣传栏的一幅幅工会活动
照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照片展
示了 “师德标兵评选” “粉笔字
大赛” “卡拉OK大赛” “乒乓
球比赛” 等一系列活动场景。

长育中心小学工会主席李铁
军介绍 ， 中心小学下属还有顾
册 、 田各庄 、 羊头岗5所小学 ，
这6所小学统称为长育中心小学，
总共有160多名教师， 统一设一
名校长、 一个工会主席， 下属各
小学由主任负责工作。 “粉笔字
大赛” 是一项教师全体参与的活
动， 目的是提高教师技能素质，
同时也是直接为教学服务。

毛亭启是长育中心小学的退
休返聘教师， 他教学生书法课，
同时也是学校教职工书画协会秘
书长。 记者来到教职工书画活动
室， 他正在教职工书画活动室练
书法。 活动室里满屋子悬挂着教
师书画作品 ， 有书法也有中国
画， 不少还装裱了起来。 毛亭启
告诉记者， 学校教职工书画协会
共有20多名会员， 协会活动退休

教师和在职教师都可以参与。 我
们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开展活
动， 举办书画讲座和笔会， 每次
节日还举行会员作品展览。

李铁军特别提到了一位名叫
高文启的书法课教师。 高文启也
是书画协会成员， 每次举办的展
览里总少不了他的书法作品。 高
文启多次在粉笔字比赛中获得第
一名， 去年还当过粉笔字比赛的
评委。

书法字比赛全体教师都可以
报名参加， 毛亭启告诉记者， 学
校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 有3位
主任亲自参与。 今年粉笔字大赛
题目是写古诗 《早发白帝城 》，
现场临时出题， 职工5分钟之内
完成。 临时出题更能检验职工的
粉笔字水平。 教职工参与积极性
也很高， 其中顾册小学一位老师
在比赛中反复写了三遍。 第一遍
写了不满意， 擦掉重写， 第二遍
还是不满意， 又重新写一遍。

李铁军说： “我做工会工作
的理念就是建家就是建学校， 建
家就是建教职工队伍， 建家就是
为了达到凝聚人心的目的。 粉笔
字比赛活动结合了教师的工作实
际 ， 既有利于提高教职工的品
味 ， 同时又直接为教学工作服
务， 一举两得。”

据李铁军介绍， 学校不定期
召开教代会， 教职工代表们听取
校长工作报告， 了解经费支出、
审议工作计划， 讨论学校规划、
审议通过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制
度方案； 设立工会主席接待日，
倾听职工意见， 了解并解决职工
困难； 夏季举办五月的鲜花文艺
汇演， 冬季组织爬山、 拔河、 象
棋、 围棋、 跳绳、 踢毽、 定点投
篮等比赛； 学校工会还在职工中
广泛开展乒乓球运动， 坚持每周
四放学后训练 ， 并开展小组比
赛； 购买二胡、 葫芦丝、 电子琴
成立了小乐队， 教师多次参加区
教育工会举办的教职工文艺汇
演， 获得团体一等奖。

建家与建场同规划同建设

北京中铁房山桥梁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建筑单位， 率先提出了
“只有员工， 没有民工” 和 “严
管、 善待、 尊重” 的管理理念。
各项目部工会从完善自己的软硬
件做起， 延续与外聘职工同吃、
同住、 同劳动、 同奖励、 同学习
的 “五同” 管理模式， 用优厚的
待遇留人、 用美好的环境留人。

为解决职工两地分居家属探
亲问题， 各项目部从工程一上场
开始， 就专门设置夫妻房、 招待
所， 让职工在大干的高潮可以工
作、生活两不误。公司工会严格按
照集团公司的五好标准 “组织保
障好，吃住条件好，文化氛围好，
权益维护好，卫生保健好”建设职
工之家，让职工吃的放心、住的舒
心，干的尽心。公司始终坚持建家
与建场同规划、同建设，在每新成
立一个项目部的同时， 建家工作
也同步开展， 无论是在繁华喧闹
的都市，还是偏远僻静的乡村，一
个个标准化的职工之家随公司经
营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

通过 “三不让 ” 、 送温暖 、
“金秋助学” 等活动的深入开展，
及时解决了困难职工的实际需
求。 去年， 共筹集 “三不让” 专
项资金62.92万余元 ， 救助困难
职工家庭41户； 救助患病职工22
人次 ； 发放困难补助7.1万 ； 资
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学1人次； 慰
问伤病职工、 离退休职工、 鳏寡
孤独职工68人次， 发放慰问金、
慰问品11.5万元。 工会将慰问深
入到各项目、 各班组， 在职工最
危急、 最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出
现的就是我们工会组织， 项目部
分工会多次组织职工为身边家中
突发紧急情况的职工捐款， 金额
多达上万元， 每一张张褶皱的纸
币不仅仅代表着同事之间的情
谊， 同时也代表了职工对工会组
织的信任和支持。

记者： 在您履职房山区总工
会主席这段时间里， 您觉得给您
印象最深、 最有成就感的事是哪
些？

董瑞臣： 首先我想到的就是
三级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这项工
作， 我进行了分块推进， 分成乡
镇工会、 党政机关工会、 行业工
会、 中央驻区企业四个板块， 每
个板块实行区工会干部包干， 责
任落实到人， 我和另外几位区工
会主要领导都有明确分工 。 例
如， 我主抓党政机关工会体系建
设。 通过 “三联” （中心联站、
站联家 、 家联人 ） 明确工作责
任， 工作重心下沉， 服务窗口前
置， 实行区总工会科级以上干部
包站、 基层工会及服务站包家，
职工之家包人的双岗工作机制，
大力推进工会体系建设。

另外， 还有推进医院为职工
减免挂号费的普惠制工作， 这项
工作涉及的职工面广， 与职工密
切相关 ， 收到了职工的热烈反
响。 自推行10个月来， 已有11万
多人次享受到这项服务， 这个参
与数字在全市也是排在第一的位
置， 这项服务有效地扩大了工会
的影响力。

记者： 回顾之前开展的工会
工作 ， 您觉得哪些经验值得总
结？

董瑞臣 ： 以前我们开展活
动， 总是追求开展区级活动， 由
区总工会直接组织全区性的活
动， 这样可能消耗的经费和精力
比较大， 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后来我感觉活动要真正贴近基层
需要， 还是应该把这些交给基层
工会来做， 他们与职工联系更紧
密， 更能了解职工的需求。 现在
我们主要是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推
动基层工会去组织活动， 服务的
人数越多， 我们提供的经费补贴
也就越多， 这样就能让工会经费
花得更有价值， 花到需要的地方
去。

所 以 ， 我 总 结 出 三 个 聚
焦———“活动聚焦基层， 镜头聚
焦基层， 经费聚焦基层”， 活动
能大则大， 能小则小， 减少大规
模活动， 尽量满足职工各种不同
需求。 每推出一项服务， 就要尽
最大努力持续做好做实， 一定要
让职工真正享受到实惠， 不能狗
熊掰棒子， 掰一个丢一个。

房山区总工会主席董瑞臣

“三个聚焦”
让基层职工更满意

对话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