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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咱是农民出身， 不论做啥，
都要踏踏实实干， 即使扫地， 也
要扫出个名堂， 不然对不起这份
工作。” 2012年， 张东梅加入环
卫队伍 ， 成为一名清扫工 ， 不
久， 被升为副班长。 一年后她又
被派到了朝阳环卫中心一队中最
难管理的一个班当班长。 在她的
带领下， 经过一年时间， 这个班
获得了2014年朝阳环卫中心先进
班组的荣誉称号， 今年她个人则
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勤奋能干
入行不久扫出标杆路段

“第一天上班 ， 她骑着三轮
车清扫垃圾， 我就看出来了， 这
人干活行！” 朝阳环卫中心一队
一分队分队长李玉茹回忆着对记
者说， “刚入职的时候， 我们还
不看好她， 觉得她白白净净的，
以前又在超市上班， 环境比我们
好多了， 怕她胜任不了这又苦又
累的清扫工作， 没想还真是个能
干活的人。”

刚到环卫队伍时， 张东梅每
天凌晨5点就来到岗位上， 拿着
笤帚， 一扫就是七八个小时。 手
上磨出的血泡， 时间久了慢慢变
成厚厚的茧子； 肩膀和大腿也因
长时间背背篼而出现红肿 、 淤
青， 一天下来， 经常累得腰酸背
痛。

“冬天， 凌晨4点钟我们就要
上工， 天气非常冷， 感觉眼皮都
给冻住了似的， 眨一下眼睛都费
劲儿。” 说起冬天的寒冷， 张东
梅仍然记忆犹新， “可这冷， 主
要冷在脸上， 身上却早已累得大
汗淋漓。”

随着对工作逐渐熟悉， 张东
梅养成了随身携带抹布的习惯，
路过果皮箱， 就顺手擦一擦， 看
见地上有烟头、 纸屑， 立即捡起
来。 就这样， 她负责清扫的路段
远远高于业务检查标准， 一直是
队内的标杆路段。

面对领导的赞扬， 张东梅说
从小家里人就是这么教育的 。
“我妈说一定得先把活儿干完了
才能歇着 ， 没有说眼睛里看着
活， 人却歇着的。 我是干过农活

的人， 这点事儿不算什么。” 张
东梅说， “俺没有什么文化， 能
来到环卫队伍， 就希望能踏踏实
实的好好干下去。”

以身作则
落后班一年带成优秀班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 2014年
张东梅被提为班长， 在负责清扫
自己责任路段的同时， 还要负责
全班的管理工作。 如何调动全班
35名职工的积极性， 确保业务质
量达标， 成为她必须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

“三元桥班是我们分队最不
好管理的一个班， 大部分都是老
职工 。 其中 ， 个别职工比较懒
散， 在我们分队都是出了名的。”
分队长李玉茹告诉记者。

带班之初， 张东梅每天下午
下班后都骑着车转他们班负责的

路段， 看到哪里没有清扫干净，
就立即自己动手清扫。 由于三元
桥班负责的路段比较分散、 范围
广， 她经常要忙到晚上10点多。

“前一天没干完活就下班了，
第二天一看， 垃圾都没了， 大家
心里都明白， 是班长帮他们清理
的。” 该班一名职工说， “张东
梅虽然没讲大道理， 但是大家感
受到了她干劲儿， 很快， 班里懒
散的作风不见了。 大概不到3个
月吧， 不用督促， 大家都能做到
日产日清。”

空降到这样一支队伍当班
长 ， 张东梅除了自己带头干活
外， 始终坚持公平处事的原则 ，
在分派工作或处理问题时， 一贯
对事不对人， 不徇私情， 不讲交
情。

此外， 张东梅非常注重工作
方法， 提倡科学管理。 一方面，
她积极加强与领导的联系； 另一

方面， 她非常关心职工。 既能及
时把领导管理意图和布置的任务
很好地传达、 分配到班组每一名
职工， 同时还收集好每个员工反
馈的信息， 及时反映给领导。

为提升作业质量， 张东梅积
极倾听居民对街道保洁的意见和
建议， 做到从源头收集垃圾， 清
扫街道， 减少垃圾二次污染。 并
针对特殊时段卫生质量较差的情
况， 合理安排时间加强保洁， 既
提高了工作效率， 也提升了道路
保洁水平。

此外， 她还组织班内职工学
习扎扫帚的方法， 开展扎扫帚比
赛。 此举不仅实现了废物利用，
还大大节约了工具成本。

身为班长， 张东梅在坚持严
格管理的同时更懂得尊重和理解
职工。 平时， 她非常注重自己的
说话方式和做事艺术。 班内职工
们都觉得她没有架子 ， 和蔼可
亲， 乐意接受她的管理。

在张东梅的带领下， 这个班
组很快获得了2014年朝阳环卫中
心先进班组的荣誉称号， 再也不
是让领导头疼的落后班了。

乐于助人
扶起躺地老人送医救治

在三元桥班， 大家都知道班
长张东梅是一个热心肠， 谁有了
困难她都会伸把手。 职工付师傅
在清理树挂的时候， 从车上摔了
下来， 脚部粉碎性骨折。 当时付
师傅身上都没带钱， 张东梅也没
带钱， 于是她立即打电话给开出
租车的爱人， 让他带着钱赶来，
带着付师傅到医院看病。 之后，
每两周一次的复查， 都是张东梅
的爱人免费接送。

除了对自己班组内的人关怀
备至外， 对陌生人， 她也热心帮
助。 去年4月的一天， 她正在清
理小广告， 只听 “咣当” 一声，
她回身一看， 马路对面一位老人
正躺在地上。 她马上跑了过去 ，
把老人扶了起来。

“老人70多岁 ， 起来后说自
己没事 ， 可我不敢让她走 ， 当
时， 就她一个人， 万一再出事儿
怎么办？” 随后， 张东梅打车带
着老人赶往最近的医院做了全面
检查， 检查结束后又亲自将老人
送回家中。 第二天， 她给老人打
电话询问其身体情况。 几天后，
她亲自登门看望， 老人和家属都
感动不已。

还有一次， 一位中年男子到
分队应聘， 张东梅事先把工作内
容、 注意事项及工作中可能遇到
的困难都给对方说得清清楚楚，
对方表示自己完全能胜任， 没有
任何问题。 不料， 该男子上路开
始工作半小时后 ， 就因体力不
支， 左腿抽筋坐在了路边。 张东
梅得知情况后 ， 一边耐心安慰
他 ， 一边自费打车将他送回住
处， 还自掏腰包送他100元钱作
为回老家的路费。 回到老家后，
这名男子立即给张东梅打来电
话， 感谢她的付出和帮助。

亏欠家庭
女儿笑说她不是亲妈

平时工作忙， 家里的事情张
东梅根本顾不上。 逢年过节， 正
是家人团聚的时候， 可她却在工
作岗位上。 上初中的女儿， 饮食
起居全都是丈夫负责， 年迈的父
母她也没有时间照看。 当看到家
人期盼而又失望的眼神时， 她心
里很不是滋味。

“我女儿有时候还开玩笑的
说 ， 你是我亲妈吗 ？ 什么都不
管 ， 都让我爸管 。” 张东梅说 ，
每每这时 ， 她感觉自己真的有
愧： 愧对父母， 没有时间在他们
膝下承欢尽孝； 愧对爱人， 把所
有的家庭重担都放在丈夫的肩
上； 愧对女儿， 没有让她感受到
母爱的温暖。

今年， 她被评为北京市劳动
模范， 听到女儿说 “这也值了”
的时候 ， 张东梅眼眶泛起了泪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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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950年出生， 南菜园社
区居民。

伦志清善于用科学知识解决
问题。 他搞了许多节水小发明，
用在热水器、 洗碗池和抽水马桶
上， 还改造了洗衣机， 这些能让
一个三口之家每月节约5吨水 。
实实在在用科技改变了生活。

女， 1950年出生，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她是上世纪 80年代第一批
“海归”， 却来到这个当时还默默
无闻的小科室。 30年间， 她凭借
精湛的技术把这里变成了名扬海
内外的著名眼科中心， 推动了我
国眼科诊疗技术进步。

黎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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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952年出生， 北京市昌
平区回龙观镇天龙苑社区居民。

自1972年结婚后， 张玉新就
服侍公婆， 操持家务， 与一大家
七口人和睦相处， 特别是悉心照
料天生智障小叔子43年， 让小叔
子也能享受和正常人一样有尊严
的生活。

张玉新
男 ， 1962年出生 ， 复员军

人， 三林星鞋城经理。
钟青林自1989年开始以一辆

三轮车起家卖鞋 ， 到现在拥有
100多平方米、 上千款鞋的店面。
他深知普通百姓挣钱不易， 所以
全部采用薄利多销， 深受顾客的
喜爱， 店铺也多次获奖。

钟青林
男， 1971年出生， 北京祥龙

出租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
他曾和路人一起， 截停企图

逃逸的不法之徒； 他冷静周旋，
抓获散播假币的犯罪分子； 他曾
保护酩酊大醉的女乘客， 多次送
还乘客丢在车上的物品 。 他让
“的哥” 这个职业变的不再普通。

李国福 伦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