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西涛： 首农集团南口农场财务部 部长
张仕瓛： 首农集团南口农场硕春冷库 经理助理
周国丽： 首农集团南口农场人力资源部 职员
韩懋新： 首农集团南口农场人力资源部 职员

陈卫海： 我是外地人， 1989
年调到北京工作。 因当时还是单
身， 单位就将宿舍区的一间半平
房给我居住。 不久， 我认识了离
婚的苏女士， 经过一年多接触，
我们感情很好就结婚了， 她带着
20岁的儿子杜鹏一起搬进了我这
套平房。 第二年 ， 杜 鹏 的 户 口
也 迁 了 过 来 。 不 久 ， 我 调 到
另 一 家 企 业 工 作 ， 我 和 苏 女
士搬进楼房， 户口也都迁走了，

这套一间半宿舍平房就由杜鹏独
自居住。

2002年， 那一间半宿舍平房
的产权单位对名下房屋进行资产
清理， 发现给我的那套房子实际
居住人发生了变化， 于是按程序
对房屋进行了重新分配， 确定由
杜鹏继续承租， 之后进行了公示
并登记。 请问： 现在我想把这一
间半平房从继子杜鹏手里要回
来， 这合法吗？

罗滔： 从您的介绍来看， 这
一间半平房是您以前所在单位的
职工宿舍 ， 产 权 归 该 单 位 所
有 ， 您 与 杜 鹏 分 别 是 该 房 屋
的 承 租 者 。 对 于 这 种 直 管 公
有 住 房 ， 承 租 人 是 通 过 一 定
法 律 契 约 而 获 得 房 屋 的 使 用
权 ， 这种使用权是对房屋的实
际利用权力。 由于2002年时产权
单位将此房屋租给杜鹏， 并进行
了公示和登记， 所以从目前您介

绍的情况来看， 除非产权单位同
意将此房租给您 ， 否则很难要
回。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 我国房
屋产权制度比较复杂， 即使是单
位分的房子也不一定是有所有权
的房屋 ， 也就是平常说的 “产
权”。 同时， 房屋一般都存在登
记制度的， 判断谁是所有权人或
使用权人， 登记的证据效力一般
强于其他。

提问者 陈卫海 回答者 罗滔

■有问必答

提问： 本报读者 陈卫海
回答：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罗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单位宿舍已更名
继父能否从继子手中要回？

眼下正值招聘旺季， 不少企
业因为招不到人头疼， 零售业是
一个人流流动频繁的行业， 作为
其中一分子的百丽鞋业如何留住
人才， 工会组织又从中如何发挥
作用的 ？ 记者采访了百丽鞋业
（北京） 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雷湘
燕。

记者： 现在服务型的企业普
遍反映 “人越来越难招”， 百丽
公司是否也遭遇这样人员频繁流
动的情况， 又是如何克服和解决
的？

雷湘燕 ： 百丽作为大型的
零售型企业， 也同样面临人员流
动的问题， 每年的旺季我们也会
一定程度的遭遇人手紧张或者招
聘难的问题， 但由于公司的管理
人性化，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注重
培养职工的归属感， 让职工感受
到公司是可以依赖的， 是在为职
工尽心尽力的提供各种保障， 为
他们着想， 使得我们百丽的职工
都对企业有很深的感情， 同事们
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就像一家人
一样。

尽管有的员工被别的企业高
薪挖走或者自己因个人原因离
开 ， 但 “回 流 ” 的 很 多 ， 就
是到别的公司做一段 ， 又回来
了， 因为 “还是觉得这里更像
家的氛围”， 同事们在一起很开
心。

点评： 在招聘难普遍存在的
今天， 百丽在企业文化建设上营
造的 “家” 文化不仅很好的留住
了人才 ， 更能让人才 “回流 ”，
实属难得。

记者： 您认为这其中工会发
挥了哪些作用， 工会又是通过哪
些活动来达到这些效果的？

雷湘燕： 我认为这其中工会
发挥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 一方
面， 企业文化的打造是得到了公
司领导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另
一方面， “家” 文化的打造也是
公司工会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结
果， 从为职工的各项待遇与公司
进行协商， 到各种减压活动， 亲
子活动和健身中心的建设， 无一
不是从职工的需要出发 ， 让职
工们感受到工会发挥了 “娘家
人” 的作用， 为他们着想， 为他
们说话， 这样的工作氛围里也没
有了不敢说的委屈， 也更能踏实
的留在企业， 和企业共同成长。

此外， 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
些活动， 帮助职工释放压力， 让
他们感觉企业对他们是非常重视
的， 自然， 他们也会在企业中找
到归属感， 工作也会更加努力，
可谓一举多得。

点评： 企业家文化的建设离
不开工会各项活动一点一点营造
的良好环境， 在这一点上， 百丽
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可以供其它
企业参考和学习。

【边聊边论】

□本报记者 陈曦/文 陈艺/摄

这群年轻人为何愿意
远离城市扎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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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农集团南口农场是一家1958年建场的老企业。 这里远离市区， 没有年轻人喜欢的喧嚣氛
围和便利的生活条件， 可仍有许多年轻人愿意来到这里， 在这里扎根， 为农场企业的转型升级
挥洒青春。 那么，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愿意留在这里？

工会如何帮企业
留住人才？

推行“大地文化”
让人能脚踏实地

韩懋新： 我是2012年大学毕
业后， 来到农场工作。 最初， 我
在农场的硕春冷库工作， 后来到
了场部的人力资源部 ， 接触了
“青年人才培养导师制平台”。 我
发现这是一个特别能发挥个人能
力， 展现自我的平台。

当时导师制办公室提出要做
一个微信平台来宣传农场一线职
工和基层工作， 加强导师与学员
之间的交流 。 而我在大学的时
候， 有在社交网站实习的经历，
所以就主动请缨， 承担了这个工
作。 在微信平台建立初期， 每天
晚上下班后， 我都在办公室里编
辑微信内容。 别人看着也许会比
较辛苦 ， 但我觉得喜欢做的事
情， 就不会觉得累。 而且这个微
信平台的运行也得到了同事们的
大力支持， 大家都愿意把好的工
作经验和方法拿出来分享， 也帮
我丰富了微信内容。

我们首农精神里有 “大地文
化”， 能让人脚踏实地， 实现自
己的价值。 不论工资的多少， 或
者职位的高低， 但在这里， 都能
感觉自己很踏实， 而导师制的平

台 ， 更是让我感觉每天都有进
步。

周国丽： 我很高兴， 导师制
的平台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个想
法最初是我提出来的。 我刚入职
的时候， 发现农场的历史背景很
深厚， 而且各项业务也很专业，
但是作为新人来说， 却没有一位
师傅一样的人能够带我， 快速融
入这个集体。 我本身是做人力工
作的， 所以就有了建立导师制的
想法。 现在， 导师制平台已经成
为了我们农场非常重要的青年培
训平台。 我们的培训每期都有主
打项目， 可以让青年人在师傅的
带领下快速适应和成长。

重用年轻职工
80后当上财务部长

井西涛： 现在， 农场领导特
别关心我们年轻人。 农场新引进
的本科生、 研究生， 都提供免费
食宿， 如果是在基层一线工作，
还有专项补贴。 近两年， 农场还
提拔了不少青年干部 。 像我是
1981年生人， 2011年来到农场工
作的， 不久前被提拔当上了财务
部部长。 这样的升职速度在很多
单位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在我们
这里却不是特例。 这说明我们领

导非常看重青年人才， 也愿意重
用年轻人。

张仕瓛： 是， 在这方面， 我
也很有感触。 2010年入职， 当时
就是在冷库的开票室， 可是2012
年当上了冷库的经理助理， 有了
更多与其他企业交流的机会， 我
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其实， 在来农场之前， 我换
过很多工作 。 我 2004年大学毕
业， 大学里学的计算机专业， 所
以刚毕业的时候， 就是在一些私
企里做程序员。 这些企业大都在
中关村、 复兴门、 西单这类所谓
的好地方， 可我家在昌平， 每天
上班4个小时 ， 时间成本太高 。
而且这个行业加班严重， 有时工
作到很晚 ， 就只能睡在办公室
里。 我在几家创业型公司也工作
过， 这类企业如果能拿到投资，
活的时间能长一点， 如果没有，
说垮就垮， 还没有任何补偿。

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几次， 我
就渐渐看明白了。 不是那些在好
地段办公的企业， 不是那些热门
的行业才有好的发展前途。 我们
的农场环境好， 空气好， 有丰富
的土地资源， 而且领导对年轻人
的扶持力度这么大， 想方设法把
我们的能力都发挥出来， 我觉得
我们农场未来的发展一定不错。

农场电音乐队
让团队更有凝聚力

韩懋新： 我觉得， 我们这里
文体活动开展的也很好， 领导也
非常支持我们参与。 我刚入职就
加入了农场的电音乐队 ， 弹贝
司。 我没有基础， 我们乐队的吉
他手张仕瓛利用中午的业余时间
教我， 晚上我再回宿舍练习。 我
觉得因为加入了乐队， 我也能更
快的融入大家。

井西涛： 我上班第二周就加
入了我们农场的电音乐队， 负责
敲架子鼓。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
虽然也喜欢音乐， 可从来没有专
门学过。 这次， 为了提升演奏水
平， 农场领导还送我去昌平少年
宫学习了一年。 我们的乐队是集
团里唯一的电音乐队， 在我们系
统里也是小有名气， 在近几年的
大型活动中都有演出， 受到了各
界欢迎。 这个乐队办起来并不容
易， 我们这些成员都来自不同单
位， 平日里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练
习、 排练。 乐队活动， 肯定会挤
占我们的休息时间， 但是这样的
团队活动， 能够激发我们青年人
的活力， 也能让我们的集体更有
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