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志斌：
责任和奉献是我的姓名

“我们要把慈善义工打造成北京的一张名片。” 北
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陈志斌说。

慈善协会创立之初， 协会的工作没有完善的体系，
招募专职人员， 联系对口单位进行服务， 陈志斌必须事
必躬亲。 经过努力， 慈善拍卖、 救助流浪儿童、 社区义
演等活动都有慈善协会义工参与其中。 那段时间里， 由

于慈善义工协会的活动缺少计划性， 很多人的热情开始
减退， 资金也愈发紧张。 面对困境， 陈志斌意识到必须
实现由输血变成造血。 通过学习， 他从国家的政策中找
到了解决的钥匙———社会组织可以收取会费， 募集的善
款能产生利息， 政府也可以购买组织服务。 他在协会设
立了筹募部、 财务部等 “七部一室”， 对收入支出、 活
动筹备等事务进行具体规划， 协会渐渐走上良性运作的
正轨。 为了调动义工的积极性， 维持长期服务机制， 协
会设立了 “时间储蓄”， 当义工服务时间达到100小时，
个人又需要帮助时， 将有义工为他们提供服务。

与物质上的困境相比， 来自他人的误解让陈志斌很
受伤。 2011年末， 深圳市一位义工来到协会求助， 这名
义工曾获得卫生部、 红十字总会授予的无偿献血奉献银
质奖章。 但几个月前， 妻子被拐自杀， 女儿身患重病，

他只好带着女儿辗转各地打工、 乞讨。 慈善义工协会召
开会议， 商讨帮助这名义工。 陈志斌和协会理事龚备军
先是个人出资， 解决基本生活费， 并帮助该义工找到了
一份工作。 但陈志斌的努力并没有被认可， 这位义工觉
得自己从前做过好事， 现在落难理应受助， 而不应该再
去工作。 多年来， 陈志斌遭遇了很多类似的情况， 但他
依然在困境和误解中坚持。

目前， 协会已经拥有近10万名慈善义工， 他们参与
北京市近千个社区及单位的社会慈善公益服务， 服务工
时累计超过45万小时， 受益群众近千万； 协会慈善服务
品牌化建设明显， “寻找北京最美慈善义工活动” 荣获
市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评选金奖。 他个人也获评 “北
京市社会组织系统先进个人”， 今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
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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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伟大劳模精神
实现“繁荣文明幸福”的丰台

在丰台这片沃土上， 一代又一代先进模范人物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汗水， 谱写一曲又一
曲动人的劳动者之歌。 他们当中， 有抓旧村改造机遇， 创造农村发展新模式， 带领村民致富
的新农村建设的引路人； 有服务首都市民“菜篮子工程”， 为家乡创业青年开展义务培训， 投
身绿色发展， 探索能源革命的外来打工创业者； 有打造企业品牌， 感恩社会、 捐资助学、 热
心慈善， 极富正能量的民营企业家； 有牢记群众大事小情， 勇救偏瘫老人于火灾， 开办社区
警校的普通社区民警； 有创办慈善义工协会， 招募10万义工服务社会， 扶危救困的慈善第一
人……他们用劳动书写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 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的
伟大劳模精神， 用劳动实现了“繁荣、 文明、 幸福” 的丰台梦。

———丰台区劳动模范事迹选登（个人）

面积0.8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1600户， 流动人口400
人， 楼门154个， 平房院落3个， 单位11家， 商户25家，
……这些基础数据， 却已经深深地印在万源东里社区片
儿警罗建的脑子里。 扎根社区， 一干就是22年。

每天早晨上班到单位前， 他一定要在社区中巡视检
查一趟， 从中发现问题便于日常工作解决。 下班回家

前， 罗建总是要到社区里转悠一圈， 看看单位商户的防
范措施是否到位， 看看孤寡老人是否有需要帮助， 辖区
里的一草一木都耳熟能详。

罗建对社区服务管理有着自己独到的做法。 为提升
社区综合防范水平， 他先后组建了实名制志愿者巡逻队
和市民劝导队。 两支队伍组建以来， 对社区内治安、 民
事纠纷， 防火、 防盗隐患， 卫生环境， 不文明行为等进
行劝导累计3300人次， 化解各种矛盾及纠纷680件。 为
增进与辖区群众的感情， 他开办了社区警校， 社区居民
群众学习防范常识， 法律知识， 提升了群众应对危机的
技能、 自我防范能力。 他还在东高地家园网上延续了社
区警校， 开办了网上社区警校， 真正做到社区警校的
“以实促虚、 以虚化实”。 他还利用当下流行的 “凡客
体” 设立宣传 “安全防范之窗”， 将大型告知提示牌竖

立在社区主要路口、 道口。 运用当前时尚的凡客体语
言， 印制有关防骗、 防盗、 养犬、 酒驾等宣传防范提示
语， 图文并茂， 吸引着路人驻足关注。 同时， 提示栏的
背面还公开了他的姓名、 手机号码、 QQ号码、 电子邮
箱等报警、 救助、 服务联系方式。

“说百姓的话， 讲百姓的理， 办百姓的事” 这是罗
建在多个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工作
方法。 在他的带领下， 依托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团， 先后
化解了890件矛盾纠纷。 社区居民总是说： “罗建是社
区人民群众贴心人， 是航天家园的守护者。” 罗建凭着
一股子韧劲儿， 真正将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勇于创
新、 敢于争先” 的信条落到了实处， 为辖区百姓的安居
乐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于2011年， 他荣获了 “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今年被评为 “全国先进工作者”。

罗建：
70后老片儿警

自2000年以来， 尹志强担任丰台区卢沟桥乡三路居
村党总支书记。 期间， 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 彻
底改变了三路居的旧貌， 不但清还了历史遗留的4000余
万元外债， 村域集体资产总额也达到5亿元， 劳均和人
均收入与2000年相比均翻了两番， 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
乡20个村的前列。

2005年， 在尹志强的强力推动下， 村里成立了金鹏
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自有13亩土地自拍、 自挂、
自摘、 自投的方式， 投资3.5亿元建设了4.7万平方米的
金唐国际金融商务大厦。 作为丽泽路亮点性地标工程，
该大厦投入使用后每年可产生效益4000余万元。

未来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将有数百家高端企业的10万
多名金融白领入住， 二三百万平方米的写字楼需要物业
管理，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产业。 基于这种前瞻性认识，
尹志强推动成立了金鹏天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先服务
金唐国际金融大厦。 为配套丽泽金融商务区， 延伸村域
经济产业链， 经尹志强提议， 村里投资110万元成立了
三路居环境卫生有限公司， 安置劳动力就业100多名。

多年来， 尹志强时刻不能忘记为村民办实事、 办好
事。 他被全村百姓亲切地称为 “咱们的贴心人”。

村里每年两次组织退休老人外出旅游， 从2006年开
始对90岁老人每人增加1200元生活补助。 每年六一， 无
论工作多忙， 尹志强都要带领党总支班子成员参加幼儿
园的文艺演出。 每逢重大节日， 他都亲自组织慰问老党
员、 老干部、 军烈属。 对于重点困难户， 他每年多次上
门走访慰问， 并且在安置就业、 医疗等方面进行重点扶
持和帮助。

近几年， 三路居村里投入500余万元， 建立了老年
活动中心， 成立了合唱队、 电声乐队、 秧歌队等， 活跃
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为了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和就
业能力， 村民文化学校先后兴办了英语、 财会、 物业、
商品营业员等培训班， 有4000余人次村民参加了培训，
仅物业班一项就有200余人取得了资格证书。 今年尹志
强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尹志强：
做情系百姓的贴心人

30余年， 赵建国打造了深受老百姓喜爱的集美品
牌， 塑造了以关爱为主线的集美企业文化。 曾先后获得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 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市劳
动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赵建国创建 “建国木器厂” 时， 他创造的企业独有
的精准爆破营销模式 ， 成功地将企业扩展至京 、 津 、
冀、 巴黎等地， 现已拥有总面积200多万平方米的11家
大型家居卖场。

目前， 集美现有员工4千多人， 并给社会提供了2万

多个就业岗位， 每年向国家上缴税利6千多万元。
改革开放初期， 赵建国从北京40中学辞职时， 就下

决心： 要把 “教师梦” 做下去， 给辛劳工作的教师们一
些实在的帮助。 近年来， 他斥资为舍身救学生的教师杜
丽丽拍摄三集电视剧 ,并为全市优秀教师拍摄三十集专
题片， 在中央电视台及北京电视台播放； 在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建立 “建国教育奖励基金”； 通过 “希望工程”
捐资300多万元， 设立河北省吴桥县 “建国教育奖励基
金”； 向吴桥县捐资500多万元建立三所 “希望小学”、
捐助宏志班和扶助吴桥杂技艺术学校； 为王佐镇庄户村
中心学校购置校车等捐资助学的善事。

“对待顾客要真诚， 对待厂商要坦诚， 对待员工要
挚诚， 员工对待企业要忠诚”， 构成了集美企业文化的
核心， 搭建起了企业与顾客、 厂商、 员工情感链接的桥
梁。 多年以来， 赵建国带领着 “集美人” 一直承诺和践
行着 “集美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第一负责人”。 为了给
顾客一个放心的购物环境和绿色环保家居产品净化市

场， 集美提供免费检测建材质量的服务； 为了扩大销
售、 改善环境， 集美投入上亿元， 打造了全国第一家五
星级家居市场， 500多辆集美班车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赵建国对商户的坦诚之心为集美实现了 “合作
共赢”。

赵建国凭着他的真诚、 坦诚、 挚诚、 忠诚， 形成了
企业 “坚信市场， 挑战市场， 开拓市场， 赢得市场” 的
勃勃正气， 引导着集美职工向着中国家居建材行业的美
好未来， 向着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奋勇前进！

赵建国：
胸怀祖国 百年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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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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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资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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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1999年5月， 朱玉华在给一家工地送材料时得知施

工方正为40几个房间的防水施工不合格而犯愁， 她立刻
毛遂自荐承接下此工程， 并许诺 “工程做不好， 一分钱
不要。” 当时她既没钱也没人， 但是她的信用帮助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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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了20多天就将工程交付并全部通过验收，
这就是朱玉华挣到的 “第一桶金”。 后来她又经营过装
饰公司、 化工厂， 逐渐形成了从原材料生产到工程设
计、 施工一条龙的企业链条， 她的公司相继承接了科技
部办公大楼、 北京大学教学楼等多项重大工程， 她的事
业日益蓬勃发展。

2009年， 河南省在京成立驻外团工委， 朱玉华被选
为河南驻京团工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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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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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唯独没有 “豫菜” 的
直供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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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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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日， 这个占地7000多
平方米的展销厅开工奠基。 有了这个 “家”， 河南的特
色农产品就直接进入了北京市民的餐桌， 该项目为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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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响品牌搭建了重要平台。

近年来， 朱玉华又开始致力于新能源技术的研究、
利用、 推广， 为北京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朱玉华：
从打工妹成长为企业管理者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