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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里有书法家现场书写春联 、
福字， 春联的内容可以自己选， 我们一大
早就赶过来啦！” 村民姜玉兰、 王淑艳兴
奋地说。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给村
民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 不久前的一
个早晨， 丰台区老干部书画研究会会长王
铁阳率领10多位老艺术家来到丰台花乡黄
土岗村， 现场挥毫泼墨书写福字和春联，
为村民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

在黄土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宽敞明亮
的多功能厅， 书法家们稍事准备之后， 各
显身手， 楷书、 行书、 隶书风格各异， 五
字联、 七字联， 吉祥喜庆； 大红福字、 喜
字、 春字， 气韵生动。 春联内容既有挥别
马年、 喜迎羊年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景； 也
有歌颂党恩、 宏图大展的励志高歌。 一副
副充满喜庆祥和的春联， 为即将来临的春
节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满头银发、 身穿大红毛衣的朱香芝大
妈今年已经75岁了， 身板儿硬朗的她手持
刚刚领到的大红福字和春联， 笑得合不拢
嘴： “家里年年都贴， 就是图个吉庆！ 你
看人家这字写得多好 ， 比街上买的还大
气！ 这回， 我家大门上的春联和福字都有
啦。”

花乡各村的工会主席们也纷纷前来为
职工请福字和春联， 酷爱书法艺术的樊家
村工会主席邱俊华， 从书法家手中接过墨
迹未干的春联和福字， 小心翼翼的逐条挂
在丝线上晒晾， 他见一个福字的墨水有些
微微往下流， 不禁惋惜起来： “哎呀， 流
啦———”， 书画家打趣道 ： “您这可叫
‘留福’ 哇。”

活动现场， 王铁阳还专门把一幅大大
的寿字亲自交到93岁高龄的北京市劳动模
范刘家荣手里， 老劳模高兴地连声道谢。
这位耳聪目明的老人激动地说 ： 带回家
去， 这个新年一定会红红火火！

两个多小时的活动中， 艺术家们共书
写春联320多副， 福字200多个， 为村民带
来了新春最美好的祝愿。

“为筹办和组织本次送春联送福字活
动， 我们早在去年年底就与丰台区老干部
研究会共同做出了安排。 感谢老艺术家们
来到黄土岗， 给我们送来了新春的快乐和
浓浓的年味儿！” 丰台花乡地区总工会主
席张春生感慨道。

新年里的暖心事———工会温暖篇

“谢谢工会给我送来了2万元的救助
款 ，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 ， 太重要
了。” 北京天行金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
工小周眼含热泪地说。

近日，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
洪祥带着救助款到医院看望身患癌症的小
周。 因为小周刚刚进行完第二次化疗， 身
体极为不适。 为了不影响她休息， 陈洪祥
在医院大厅向小周的父亲详细询问了她的
治疗情况、 精神状态、 家庭生活等。

“我家在唐山滦县， 女儿小周今年只
有28岁， 在单位里做行政助理的工作。 几
年前， 她在这个公司上过两年班， 后来家
里有事， 又回家待了两年， 这不才回来上
班。 有一天她感觉腿痛， 到医院一检查，
就说得了癌症。” 说起女儿的病情， 小周
的父亲显得很担忧。

“我女儿这病要做16次化疗和一个手
术， 整个治疗下来， 费用至少需要80余万
元， 我们是农民家庭， 靠种地供完小周和
她弟弟两人上大学， 家境并不富裕， 女儿
这一病， 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了。” 小周父
亲说。 话虽如此， 为了照顾小周， 周父老
两口从家乡来到北京， 在医院旁边租了一
间房子住下。

“小周工作勤奋， 踏实认真， 在公司
工作2年多， 给领导和同事们都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 。” 小周同事介绍说 ， “这次 ，
虽然她刚上班不久就患上了重病， 但我们
并没有不管她。 我们经常到医院探望她，
鼓励她振作起来。 我们公司规模小、 人数
少， 全部员工就10个人。 为了帮助她渡过
难关， 我们公司工会还组织员工进行了募
捐， 筹集了1.2万元。”

不久前， 公司工会还将小周的诊断证
明、 治疗费、 药费支出等资料进行了认真
整理 ， 报送到德胜街道总工会申请救助
款。 “我们在对资料进行核实后， 第一时
间就赶来送救助款了。” 陈洪祥说。

医院大厅里， 小周的父亲握着陈主席
的手反复说着 “谢谢 。” “钱 ， 很重要 ，
可是情更重要， 您代表组织来看小周， 对
于我们来说就是鼓励。” 小周父亲说。

“像小周这样的重病患者， 辖区内有
几个我们就要救助几个。 不管企业大小、
人员多少， 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 按最高
救助金额给予帮扶， 把党和政府的关心，
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们的手中。” 陈洪
祥说。

职业： 北京天行金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行政助理

暖事： 工会为我送来救命钱。

人物： 小周
职业： 北京长兴交通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 保安员
暖事：修脚服务送上门，全家心里暖。

人物： 王涛

年根儿， 各级工会都启动了春节慰问
困难职工和劳模的工作。 这次， 大兴区总
工会一改往年给困难职工送米面油 “老三
样” 的形式， 把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结盟
商户中的修脚、 理发、 修锁等便民服务送
到了职工家里。

“当时正赶上我下班回家， 家人赶紧
把这件事儿告诉我， 折磨我爸多年的甲沟
炎这回有治了！ 太感谢工会了！” 说话的
王涛家住礼贤镇小马坊村， 是北京长兴交
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保安员。 因自
身患有残疾， 孩子又体弱多病， 妻子患有
腰椎病不能上班一直在家照顾老小， 而老
父亲更是在2011年出了车祸至今养病在
家。 王涛近两千元的工资收入成了全家的
重要经济来源。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王涛的妻子
张萌说 ， 去年的送温暖活动来的都是领
导， 带来了米、 面、 油和慰问金， 今年不
但有市总工会送来的大礼包， 还把便民服
务送到了我们家， 这份用心让我们全家人
的心里都热乎乎的。

“大兴区总工会带来的修脚师可是帮
了我家大忙了。” 王涛的父亲患甲沟炎多
年， 慰问当天， 王父的两个脚趾甲着实让
在场的慰问人员吃了一惊。 特别是他的右
脚 ， 因为肿胀 ， 比正常脚趾头大了近一
倍。

王涛父亲的脚趾甲爱往肉里扎， 这让
他走路的时候特别疼。 再加上车祸之后，
盆骨内的钢板还没有去除， 走路就更困难
了。 “每次我爸都是自己剪， 每剪一回流
好多血 。” 王涛说 ， 有时候实在受不了 ，
老头儿还干脆把脚趾甲给拔了， 让它重新
长。 可长长了还是往肉里钻。

“老爷子的脚千万不能自己处理了 ，
已经感染了。” 修脚师傅说， 王老先生的
脚之所以老扎肉， 是因为平时修剪时剪得
太尖了， 长了以后遗留的趾甲尖自然会往
肉里长。

王涛说， 农村没有专门的修脚店， 也
不知道这个是因为趾甲剪得不对造成的，
更没想过找修脚师傅修剪， 这回可是有救
了急， 脚不疼了， 爸爸走路也能轻省些。

当天， 修脚师傅为王涛父亲把脚趾甲
修剪圆滑后， 又上了消炎药， 还嘱咐以后
千万不要再自己弄。 一个月以后到店里找
师傅修， 三次就能痊愈了。 “咱们工会的
服务真是贴心到家了。” 王涛说。

“太高兴了， 工会给我们送来了微波
炉。” 这几天， 北京现代仁和发动机部的
员工刘博和同事们都感受到了来自工会的
温暖， 因为每个班组都收到了工会送来的
新年礼物———微波炉。

“前几天比较冷， 我们正发愁不能吃
上热乎的食品， 没想到工会真体贴， 立即
就送来了微波炉。” 看到微波炉， 员工们
甭提有多高兴了， 个个脸上都露出了幸福
的微笑。 “以前， 休息的间隙， 只能吃到
凉凉的加餐。 有了微波炉， 大家都可以吃
上热气腾腾的东西了。 胃里暖暖的， 干起
活来才有力气。” 刘博高兴地说。

刘博介绍说， 微波炉给大家带来了便
利。 但是， 如果使用不当， 也会引发不必
要的安全事故。 所以工会还特意组织了一
场有关微波炉使用的培训。 “大家都知道
微波炉热东西快， 可是每想到， 使用方面
还有那么多学问。 比如微波炉要放在通风
的地方， 附近不要有磁性物质， 以免干扰
炉腔内磁场的均匀状态 ， 使工作效率下
降。 比如金属的餐具， 竹器、 塑料 、 漆
器等不耐热的容器 ， 有凹凸状的玻璃制
品， 都不宜在微波炉中使用。 比如带壳的
鸡蛋、 带密封包装的食品不能直接在微波
炉内加热， 以免爆炸。 这些都是平常我们
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

“小小的微波炉， 犹如冬日的暖阳一
般， 使人从胃里暖到心里。 通过它， 我们
这些员工充分体会到了公司工会的支持和
关心。” 刘博说， “所以这微波炉我们使
用的时候都格外仔细。 而车间也对微波炉
的清理和消毒工作施行了责任制， 每天有
专人负责， 让大家放心使用。”

刘博说， 除了在新年之际给一线职工
送上微波炉， 公司各级工会对他们这些租
房住的外埠职工更是格外关心 。 “不久
前， 工会领导还到我们租住的宿舍里来慰
问， 问我们房间里冷不冷？ 房租贵不贵？
还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虽然 ‘送温暖’ 的活动， 我们工会
每年都在搞， 可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 借
助这样的机会， 我们员工不仅感受到了北
京现代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而且跟领导也
有了工作之外的更多交流。 而企业也可以
借此鼓舞员工士气、 增强团队凝聚。” 刘
博认真的说。

职业： 北京现代仁和发动机部员工
暖事： 小小微波炉让我们感受到企

业大家庭的温暖。

人物： 刘博
人物： 丰台花乡黄土岗村村民
暖事： 工会为咱添喜气儿， 送上春

联和福字。

人物： 王铁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