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里装着职工说话才有感召力 □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首都工会人

开发区青年公寓工会服务站工会干部卢凡

■她是孤寡老人的 “孝顺女儿”
■她是灾区儿童的 “爱心姐姐”
■她还是牵线搭桥的公益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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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海关好人张哲：公益成了第二职业
在北京海关， 张哲是一名普

通的女关员， 从事着会计工作。
而在社会中， 张哲却因为热心公
益而身兼多职， 做公益几乎成了
她的第二职业。 帮助孤寡老人、
救助灾区儿童、 为职工牵线搭桥
……在10余年的公益路上， 她用
爱心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2012
年 荣 获 “北 京 市 万 名 孝 星 ” ，
2013年荣获共青团中央授予的
“第九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
人奖”， 2014年荣获 “身边的雷
锋 、 最美北京人”， 2014年当选
北京市妇女代表， 被海关总署授
予 “海关好人” 称号。

先后陪护五老人10余年

说起自己的公益路， 张哲首
先提起了和孤寡老人的缘分 。
“那是在2002年， 我也是出于好
奇， 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少年基金
会下属美新路基金会的招募， 成
为晚缘项目的志愿者， 从此便与
孤寡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晚缘项目是与敬老机构或社
区合作， 搭建敬老平台， 动员、
培训支持志愿者为敬老院或社区
老人提供一对一长期陪伴服务，
提升老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陪伴老人与孩子是完全不
同的， 孩子会给我们带来生的希
望， 而陪伴老人就要接受衰老病
死。” 张哲记得， 有一次在一个
敬老院， 她定期照顾的一位老大
爷知道自己要走了便不吃不喝，
当张哲把吸管递到他嘴边时， 他
挣扎着喝了一口水， 而水却慢慢
从鼻孔中流了出来。 张哲知道，
大爷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她的
挽留， 最后经过她的耐心劝说，
老人终于喝了。 在与老人们的交
往过程中， 张哲细心观察逐渐了
解老人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
只要有她在， 老人屋里就充满了

欢笑。
日子不知不觉的过着， 张哲

的父母也迈入老年， 在尽最大努
力照顾父母之余， 她仍然坚持陪
伴孤寡老人， 对他们的爱也从来
没有减弱， 10余年间， 张哲先后
陪护了5位孤寡老人， 多次到北
京地区敬老院参加了几十场公益

演出。 同时， 她还参与了 “流金
岁月， 一人一故事” 老人口述史
项目 ， 为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回
忆。

多次慈善义卖救助儿童

孝顺老人的张哲也特别喜欢

孩子， 尤其对一些残疾儿童， 她
多次参与慈善义卖， 帮助他们。

从2009年开始， 张哲先后多
次组织为瓷娃娃、 自闭症、 艾滋
病儿童的义卖。 她除了捐出自家
闲置物品外， 还多方收集捐助物
品， 大到名人字画， 小到铅笔橡
皮。

2010年 ， 青海玉树大地震 ，
牵挂着张哲的心。 那年的圣诞节
平安夜， 张哲在北京世贸天阶广
场组织了为玉树孤儿院的义卖活
动 ， 当天晚上气温降到零度以
下， 整个活动下来张哲站立了将
近五个小时， 两只手被冻的变了
形， 为孩子们酬得善款共1万余
元， 她将义卖所得全部捐赠给玉
树孤儿院。

2011年5月 ， 擅长传统戏曲
的张哲受博茨瓦纳妇女联合会的
邀请， 远赴首都哈博罗内， 参加
“中国文化庆祝五一暨慈善拍卖
晚会” 的演出， 她将演出所得全
部捐赠给了当地的孤儿院。 《人
民日报》 海外版用了两个整版报
道了这次演出， 博茨瓦纳议员和
中国驻博大使前往观看演出并接
见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博茨瓦纳
期间， 张哲还前往孤儿院慰问并
和孩子们一起联欢。 所携带的捐
赠物品中， 除了中国传统字画、
剪纸、 泥人等手工艺品外， 还有
“瓷娃娃” 的作品， 这些具有特
别意义的礼物， 凝聚了自大洋彼
岸深厚的感情， 让非洲的孩子和
国际志愿者们深感钦佩和敬意。

公益红娘成就三对新人

提起 “喜糖工厂”， 很多人
都知道它是北京海关的公益红
娘， 而创办这个组织的正是爱心
大姐张哲， 她也因此被大伙儿称
为 “张糖官儿”。 自2009年成立，
张哲以 “喜糖工厂” 为平台， 带

领大批单身青年参与了携手敬
老 、 助残 ， 绿色环保等公益活
动。 她带大家到敬老院慰问， 陪
老人们聊天、 包饺子、 贴窗花、
送吉祥， 给老人们拍肖像。 她还
邀请婚姻咨询师从专业角度帮助
大家答疑解惑， 通过心理戏剧、
意像对话等手法， 使单身人士增
强自身的幸福感， 提升爱自己、
爱他人和爱社会的能力。

“喜糖工厂” 让大家在做公
益的同时交朋友、 结良缘， 开拓
了都市相亲活动的新模式， 收到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迄今为止已
经有3对新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
值得一提的是， 张哲的善举得到
众多单身朋友积极响应， 跟随她
走上了志愿服务的道路。

张哲还是位 “设计师”， 设
计的都是公益项目。 多年来从事
各种公益项目为张哲积累了不少
经验， 她精心为北京海关爱心志
愿服务队设计了公益项目， 一个
是 “你是我的伙伴” 陪伴项目，
让志愿者与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
们一起成长； 一个是培养孩子们
自我管理 、 理财 、 协作能力的
“星币商店” 项目。 她还创办了
“喜糖皂工坊”， 多次组织单身青
年及社会爱心人士制作上千块
“爱心手工皂” 作为义卖品， 所
得善款累计2万余元， 全部捐赠
给瓷娃娃罕见病关怀中心、 北京
红丝带协会、 重度肌无力等慈善
机构， 用于病友的医疗康复。

通过十几年的志愿服务， 张
哲收获了许多， 她说： “做公益
关键是要有一颗奉献的心， 奉献
的内涵不是痛苦和损失， 而是充
实和快乐 。” 张哲像一面旗帜 ，
在她的感召带动下 ， 北京海关
500多名关警员自发团结在她的
周围， 组成了一支以张哲命名的
“爱心志愿服务队”， 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

“在工作时， 要从职工角度
思考问题 ， 及时抓小事 ， 解难
事 ， 办实事 。 只有心里装着职
工， 成为职工的贴心人， 说话办
事才有感召力。” 卢凡边说边整
理手中的文件资料 。 在卢凡看
来， 只要想职工之所想， 急职工
之所急， 能切实帮助职工解决问
题， 职工就会把工会干部当成自
家人， 才会把 “职工之家” 当自
己的家。

说话间， 卢凡讲起了发生在
去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故事 。 她
说， “那是春节长假刚结束， 我
就收到一封职工给我的邮件， 说
自己相继变更了几次单位， 工会
互助服务卡一直没有办理下来，

现在的单位说自己的个人信息在
我这里， 请求我给予帮助。” 了
解情况后， 于是卢凡将他的信息
操作后告诉他， 他新的单位那里
可以办理了。 但是几天后他又给
卢凡发来邮件， 说新单位还是办
理不了， 问是不是可以帮他想想
办法。 得知这一情况后， 卢凡想
可能是他单位那里办事人员不是
专职工会工作人员， 于是卢凡就
将办理流程、 操作方法详细告诉
了该职工， 并且把自己联系方式
也告知了他， 同时告诉那名职工
如果再有问题就直接给她打电
话。

“几天后， 我的邮箱接到了
这名职工的感谢邮件， 那位职工

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虽然这件事
对我来说， 只是工作中一件很平
常的事情， 但是面对职工来说我
代表的是工会， 我相信只有通过
一件件细小的事情积累起来， 才
能慢慢得到职工的认可。” 卢凡
表示， 企业对工会的认可也是一
样的。

还有一次， 卢凡接到辖区下
一个企业工会主席的电话， 得知
该企业一名职工突发情况去世
了， 这名职工曾是困难职工还是
工会会员， 持有京卡·互助服务
卡， 问她有没有什么政策是这名
职工可以享受的 。 得知这一情
况， 卢凡立即与相关部门同事沟
通 ， 然后将办理流程 、 所需手

续、 联系方式等告知了这位企业
工会主席， 最后， 这名职工得到
了开发区温暖基金的帮助 。 当
然， 这也让企业很感动。

采访中， 卢凡认为， 干好工
作必须要不断学习， 只有不断学
习， 不断思考才可以做的更好 ，
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 因地制宜
的改变， 把先进的工作方法， 理
念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对职工
要实在， 站在职工的角度， 积极
服务， 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
当自己的付出可以帮职工解决大
问题的时候， 当收到别人的感谢
或肯定的时候， 那种喜悦与成就
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之前
付出的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