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丰台区坚
守岗位无私奉献的
女性故事

当今社会， 越来越
多的女性走进职场， 用
青春和汗水铸就梦想，
在创业的道路上书写一
个又一个传奇， 女企业
家们作为女职工的杰出
代表， 在改革大潮涌流
之初， 敢于打破“铁饭
碗”， 投身商海、 思变求
新、 自主创业， 推动了
社会经济发展， 自我价
值得到充分彰显。 创业
梦想实现后， 饮水思源，
女企业家们不忘社会责
任，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事业。 “天灾无情人有
情”， 面对灾难， 她们慷
慨解囊； 弱势群体无助
时， 她们伸出援手， 扶
危济困、 捐资助学、 助
力圆梦。 她们用行动诠
释大爱无疆， 成为当代
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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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燕来：
“红黄蓝”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多彩

朱玉华：
从打工妹成长为企业管理者

在在这这里里
延延续续（下）

1998年 ， 红黄蓝教育机构
创办中国第一家亲子园 ， 填补
了早期教育实践领域的空白 。
早教行业从无到有 ， 再到今天
的竞争白热化 ， 红黄蓝是这一
漫长过程的见证者 ， 更是亲历
者 。 17年来 ， “红黄蓝 ” 不仅
装点着 “祖国花朵” 们的世界，
也悄然改变着与之相关的人们
的生活。

企业规模越大， 越得
重视工会工作

虽然工资不是特别高 ， 可

红黄蓝幼儿园的校车司机杨师
傅工作起来总是充满干劲儿 ，
“一是天天和孩子们在一块， 感
觉自己都年轻了 ； 二是公司的
氛围， 让人觉着特别快乐！” 原
来 ， 因为杨师傅出车从来都准
时并且安全 ， 公司领导看在眼
里 ， 常常表扬一下杨师傅 ， 这
让 他 感 受 到 了 尊 重 与 认 可 ，
“这可不是多给点儿工资能取代
的”。

杨师傅所感受到的这种氛
围 ， 其实正是史燕来一直以来
在公司中努力营造的和谐 、 快
乐 、 健康的工作氛围 。 作为企

业的掌舵人， 史燕来深深明白：
“企业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 而
一家企业的共同文化是体现在
每一名职工身上的 。 企业越是
发展壮大 ， 就越需要工会组织
发 挥 作 用 ， 做 大 做 强 企 业 文
化。”

共享发展成果， 和职
工共患难也同甘甜

说起与职工共患难也共享
发展成果 ， 史燕来不禁打开了
话匣子。 她讲起2003年SARS非
典疫情席卷北京前夕 ， 为了保
证职工和儿童的安全 ， 红黄蓝
幼儿园暂停运营了 。 史燕来撵
着每一名员工回到老家 ， 却扛
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 承诺基层
员工的工资不会减少 。 “那时
公司实行的是倒薪制 ， 就是职
位越高薪水越低 。 公司高管每
人每月才3200元 ， 而一线员工
的工资保持不变。”

幼儿园停业了 ， 可孩子们
的教育不能停 。 公司要求教师
每天给孩子家长发送短信 ， 布
置教育要点 、 要求和亲子互动
活动 。 期间 ， 有一名员工家在
深山里 ， 没有手机信号 。 所以
她每天都要赶十几里山路 ， 爬
上最高的一座山的山顶 ， 举着

手机 ， 才能将给家长们的短信
发出去 。 就是这么艰难 ， 她也
一天都没有间断与家长和孩子
的沟通。

“这样可爱的员工， 怎么能
不 与 他 们 分 享 企 业 发 展 的 成
果 ？” 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
史燕来与她的员工之间也远超
越了劳资之间的关系。

目前 ， 红黄蓝教育机构已
在全国300多个城市拥有近1000
家亲子园和300多家高品质的双
语 幼 儿 园 ， 解 决 社 会 就 业 达
20000人， 已累积为数百万家庭
提供了高品质的早期教育指导
与服务。

史燕来在红黄蓝已经工作
了17年， 这期间 “红黄蓝亲子
园 ” 和 “红黄蓝幼儿园 ” 分别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 ， 并获
得了社会各界众多荣誉 。 “红
黄蓝 ” 是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协会发展成为会员的首家
民 办 学 前 教 育 机 构 ， 并 成 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 ” 、
“ 全 国 亲 子 教 育 培 训 基 地 ” 、
“2011年 - 2015 年全国家庭教
育实验研究基地 ” ， 先后荣获
“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
业 ”、 “中国特许奖 ”、 “十一
五教育成就奖”、 “中国公益集
体奖” 等奖项。

1997年 ， 朱玉华和丈夫带
着一岁的女儿以及仅有的3000
元积蓄来京打工 ， 她卖过菜 ，
干过货车司机 ， 承包过工程 ，
经过十几年努力 ， 现任北京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
河南省周口驻京团工委书记 ，
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靠口碑
开启事业的坦途

1999年5月， 朱玉华正往位
于东三环的华都饭店工地送材
料 ， 负责工地施工的吴经理正
为几十个房间的防水施工不合
格而犯愁 。 朱玉华听到这个消
息 ， 毛遂自荐要承接他们的防
水工程 ， 并许下诺言 “工程做

不好， 我一分钱不要。” 工程承
包下来后 ， 朱玉华既没钱也没
人，但是，她的信用发挥了作用：
没有人手 ，她一呼百应 ，顿时来
了一帮能做防水的乡亲们 。 没
有钱 ， 她靠着自己的口碑 ， 全
部材料从供应商那里赊欠。

就这样， 20多天功夫， 40
多个房间的防水工程整整齐齐
的交付 ， 一过水检测 ， 丝毫不
漏， 全部通过。 这样一个工程，
朱 玉 华 挣 到 平 生 的 “第 一 桶
金”。

从 1999年到 2002年 ， 她先
是花几万元钱收购一个濒临倒
闭的装饰公司 ， 其后 ， 她还组
建起自己的化工厂 ， 购买专利
技术 ， 生产自己的化工材料 。
从而形成了从原材料生产到工

程设计 、 施工一条龙的企业链
条 ， 她的公司相继承担了科技
部办公大楼 、 北京大学教学楼
等多项重大工程的装饰施工 。
借助北京奥运会建设的时机 ，
朱玉华的事业蓬勃发展 ， 迅速
壮大。

重乡情
每年为豫籍青年谋业

2009年 ， 河南省在京成立
驻外团工委， 朱玉华众望所归，
成为河南驻京团工委副书记 。
“建一个家 ， 帮一群人 。” 这是
她最为朴素的愿望 。 她想在这
座大城市里 ， 给家乡来的年轻
人 ， 营建一个温暖的家 。 “年
轻人出来一步走错 ， 就步步走
错 ， 我刚来北京时 ， 也经历过
那种怕饿着的恐慌感 ， 只有自
己吃过苦才能深刻明白别人的
苦。 给这些年轻人一些正能量，
让他们未来走得更好。”

跟随朱玉华多年的司机梅
师傅说 ： “我是老北京人 ， 从
前对河南人有些偏见 ， 但从朱
书记身上 ， 我看到她让人赞叹
的精神， 她为公益事业拿出200
多万元帮扶家乡人 ， 不得不叫
人佩服。”

系故土
打通豫菜进京绿色通道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是亚洲最大的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 ， 它不仅支撑着全北京
市近70%的 “菜篮子” 工程， 而
且 是 南 菜 北 菜 的 交 汇 点 。 在
2012年之前 ， 全国各省区的特
色农产品大多在新发地 “安了
家”， 成为各个省区农副业进京
的重要市场 ， 但唯独 “豫菜 ”
反而曲线进京———河南生产的
蔬菜大多进了山东 ， 再以山东
的品牌进入北京 ， 这样河南的
菜农损失了很多的利益 。 这与
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身份
极不相称。

2012年3月14日， 河南省委
领导与在京豫籍务工人员座谈，
朱玉华将 “豫菜进京 ” 的想法
和盘推出 ， 不仅点出了问题 ，
更是建言解决办法 ， 由她本人
来和北京新发地方面进行沟通，
家乡领导出面对接 。 在朱玉华
的牵线搭桥下， 3月24日， 河南
特色农产品展销大厅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 在北京新发地举行。
这个特色农产品展销大厅占地
7000 多 平 方 米 ， 有 了 这 个
“家 ”， 河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
直达首都 ， 进入北京市民的餐
桌。

2012年5月28日， 河南特色
农产品展销厅在北京新发地农
产品市场开工奠基 。 该项目建
成运营后 ， 将为河南农产品资
源开辟首都市场提供重要窗口，
也将为周口特色农产品走向全
国、 叫响品牌搭建重要平台。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本报记者 孙挺

史燕来和孩子们在一起

朱玉华给公司员工们讲解新能源电动汽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