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一次活动上遇到黄
可， 她正组织自己辖区的职工交
友联谊。 问她近况如何， 她说 ：
“更忙了， 又开始建会了！”

建会， 是东四街道工会服务
站常务副站长黄可和她的同事每
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从2011年
7月1日进入工会服务站， 黄可已
经在工会这个岗位上干了近4年。

辉瑞制药是黄可一上岗就接
手的企业之一， 是家世界500强
企业。 最初， 黄可和同事们尝试
着去探访企业相关负责人 ， 但
是， 在写字楼中， 楼层保安看守

严格， 没有预约， 无论怎样自我
介绍都进入不了企业大门。

困难不仅是找不到人， 还有
找到人但是始终拖着不见面的，
我爱我家北京总部就是其中之
一。 我爱我家的上级单位是伟业
集团， 企业总人数近万人， 但无
论工会怎样努力， 对方总是笑脸
相迎却坚决不建会。

“就算你有对方所有管事儿
的人的联系方式， 也有可能见不
着人。 但你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让他知道工会一直在那儿存在
着， 等到真有事儿的时候， 他就

来找工会了， 这个时候， 就是建
会的契机。” 黄可说。

今年， 在建会名单中， 黄可
发现有5家业务方向不同但企业
名称相似的公司， 比如××票务、
××投资、 ××运输……不但在东
四有营业执照， 还有在海淀注册
的营业执照。 怎么分析， 黄可都
觉得这5家公司相似的可疑。 于
是， 她上税务查找， 又在会计网
上搜索， 终于确定这是一套人马
多块牌子的企业。

上门建会时 ， 对方态度很
好， 不过自称只有50多人。

黄可不动声色， 接着聊天 ，
聊着聊着， 突然问： “大哥， 您
这儿得有百十来人吗？”

“对。” 对方答完感觉哪里不
对。

当然， 建会之路并不平坦 。
直到受大环境影响， 该企业业务
量下滑， 劳动争议不断发生， 老
板才意识到这事儿得找工会了。

“去年7月份， 这家企业选出
工会主席了， 这就是成功。” 对
于工会工作者来说， 精心服务形
成良好的口碑， 是未来建会工作
的基石。

■首都工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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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潘瑞凤：根植社区15年贴心为民

■结合社区特点创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建立助老特需服务队帮助社区老人
■她就是西城区西便门东里社区党委书记、 全国先进工作者潘瑞凤

奖章背后的故事

借助调解劳动争议促企业建会
东城区东四街道工会服务站常务副站长黄可

□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 文/摄

西便门东里社区有居民近
1300户， 约3000人。 “社区居委
会工作者要和居民零距离接触、
零距离服务。” 谈及自己的工作，
在社区干了15年的潘瑞凤深有体
会地说。 作为西便门东里社区党
委书记潘瑞凤 ， 在15年的工作
中， 她以 “百姓利益无小事” 的
理念， 将居民当做家人， 用真情
为社区居民服务， 成为居民的贴
心人。

入户走访社区居民
帮助老人排忧解困

周一上午9点半， 西便门东
里社区居委会的11位社工， 又开
始新一周的入户调查工作。 访民
情、 听民意、 解民难……在社区
党委书记的潘瑞凤的带领下， 社
工入户走访工作， 在这里已经成
为多年坚持的惯例。 这个长期的
工作方法， 不仅提升社工的整体
素质， 还增进着居民和社工间的
了解。

为了与居民更好地接触， 潘
瑞凤结合社区实际情况， 以社区
5号和6号楼为界， 将社区分为南
片和北片两大责任区。 责任区有
相应的负责人———格长， 再分配
社工。 每周一上午， 格长会带着
社工按照责任区， 进楼门、 进居
民家中， 走访居民， 找问题、 解
决问题。

走进居民家中， 了解问题只
是第一步。 周一的下午两点， 潘
瑞凤还会组织例会， 会上大家结
合走访过程中查找出的问题， 协
商解决。 不仅如此， 每个人会根
据管口， 将上周的工作和本周的
计划工作汇报， 彼此了解。

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 潘瑞
凤 和 居 委 会 的 社 工 发 现 居 民
家 中 急需解决的不少问题 ， 并
最终给予解决。 “西便门东里社
区居委会服务居民的口号是 ‘温
馨服务’， 将居民当做是自己的
家里人， 只要居民有事， 求助到
居委会， 不管是能力范围内， 还
是范围外 ， 都会竭尽全力去帮
助。 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还要求
入户解决， 还要反馈。” 潘瑞凤
说。

西便门东里社区有4户特服

家庭 ， 其中有一对老两口70多
岁， 孩子多年以前去世。 在入户
过程中， 潘瑞凤和社工们得知 ，
老人患妇科肿瘤。 她的老伴陪同
检查时不方便。 于是潘瑞凤主动
帮助她， 和志愿者陪同帮助这位
老人检查。

不久前， 社区有位近百岁的
老人去世。 “事情发生的比较突
然， 老人的家属一时间有些不知
所措。” 潘瑞凤说。 于是， 她安
排社工， 帮助老人的家人在社区
卫生服务站询问相关手续， 还安
排社工帮忙将老人遗体抬到救护

车上。

多渠道普及科学知识
获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西便门东里社区始建于上世
纪80年代， 由11栋楼组成， 社区
居民中老干部多、 居民生活水平
较高、 整体人文素质高。

“要建立自己的特色社区 ，
什么内容能满足大多数居民的需
求？” 潘瑞凤思考着。 问需于民，
居民要什么再做什么的理念。 于
是， 在潘瑞凤的带领下， 通过给
居民发放300份调查问卷， 了解
居民的需求。 结合社区整体需求
和居民的实际需要， 最终将社区
定位为科普特色。

“不了解的人会认为科普很
狭义， 其实在开展工作后， 会发
现科普是广义的， 在生活、 工作
中都有体现。” 潘瑞凤说。

2002年， 西便门东里社区建
立北京市首家科普活动室。 “通
过科普社区建设， 西便门东里社
区培育一大批科普志愿者， 他们
带动居民参与科普生活。” 潘瑞
凤说。

2008年 ， 在潘瑞凤的带领
下， 西便门东里社区争创第二批
北京市科普社区 。 室外彩虹长
廊、 科普体验馆、 交流区、 互动
区、 科技竞技区、 图书馆、 阳光
花房……硬件得到升级， 建成科
普体验中心， 面积达到300平方
米。

不仅如此， 潘瑞凤还将科普
社区建设融入到社区工作的各方
面。 楼门文化展示， 就是其中一
个。 摄影、 剪纸、 科普知识展板
……征求居民意见， 2009年， 13
个楼门试点先行楼门文化展示 。
党员 、 居民代表约30人参与设
计。

两个月后， 各具特色的楼门
文化展示完成。 居民进楼门后，
看到自己的作品感到很亲切、 很
干净。 2012年， 西便门东里社区
获得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今年， 还会进一步深化楼
门文化展示。” 潘瑞凤说。

建立助老特需服务队
四暖活动贴心助老人

潘瑞凤在为社区居民服务的
过程中， 常常进行总结和思索。
“社区服务以居民的需求为本 ，
社区服务重点应突出老年群体，
特别是空巢老人， 他们需要特殊
的照顾。”

考虑到社区中志愿者不少 ，
潘瑞凤思考发动居民彼此帮扶、
互助服务， 来填补个别老年人需
求的服务项目少的问题。 她打算
建助老特需服务队， 从一部分老
人的服务入手，开展助老服务。

“我们所说的特别需求是指，
老人看病儿女不在、 突发紧急情
况等 ， 服务队能够提供帮助 。”
于是， 潘瑞凤发动人员参与到助
老特需服务队中。

志愿者、楼门长……最终，有
着理发、按摩、维修等不同技能的
15人，组成助老特需服务队。

“我们还制作社区互助服务
手册 ， 助老特需服务队队员名
单、 照片， 都能在手册上找到。
这些手册发给有特别需求的老
人。 服务队还按照社团发展的程
序， 推选负责人。” 潘瑞凤说。

服务队建起后， 潘瑞凤还通
过结对子、 定期上门服务、 定期
会商等活动开展帮助老人内容。

暖情 、 暖心 、 暖巢 、 暖难
……今年， 西便门东里社区开展
的四暖活动， 让老人和社区居民
很有感受。

“暖巢服务中， 我们以居民
兴趣为切入点， 通过举办卡拉ok
大赛， 成立手工小组等形式， 为
老年人提供各种活动。 手工小组
制作的精美的手工艺品， 还可由
特需服务队的志愿者放在网上出
售， 并将所得报酬用于社区助老
服务。 暖心服务， 以居民健康为
切入点， 以 ‘医疗-居家-志愿
者’ 三方为一体的服务模式， 关
注身心健康。 通过开展老年专业
小组活动、 医疗机构志愿服务等
活动， 倡导大家关注自身健康。”
潘瑞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