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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底踩出来的安全

7月30日下午， 世纪坛医院
教学楼内显得格外热闹。 北京市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王玉
英， 市总女工部部长张秀萍一行
来到这里， 调研世纪坛医院 “职
工子女托管班” 项目情况， 并看
望班里的孩子们 。 世纪坛医院
“职工子女托管班” 是北京市总
工会根据2015年度购买社会组织
服务的总体布局， 由市总女工部
牵头发起的， 旨在解决职工的后
顾之忧，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
快乐的假期。

合唱课：
孩子们唱得有模有样

一走进教室， 便听见孩子们
活泼清脆的笑声。 他们正在上音
乐课， 这是孩子们最喜爱的课程
之一， 因此每个人都显得很兴
奋 。 记 者 看 到 ， 教 室 前 摆 放
着 一 块 小 黑 板 ， 上 面 用 黄 色
粉 笔 写 着 《 我 的 祖 国 》 和
《拍手歌 》 的歌词 。 而墙角的
桌子上 ， 则展示着孩子们上午
制作的脸谱 ， 上面涂满各种颜
色， 很漂亮。

“我们每节课的主题都不一
样， 主要是以兴趣为主， 激发孩
子的潜能和创意。” 一位志愿者
老师向考察人员介绍， “今天是
两种类型的课 ， 一个是创意美
术， 一个是合唱。” 在简短介绍
后， 两位志愿者老师指导着孩子
们列队站好， 一个手拿指挥棒指
着黑板上的字， 一个手拉二胡为
孩子们伴奏， 学起了小黑板上的
两首歌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
花香两岸……” 伴随着二胡清脆
的弹拉， 孩子们也有模有样地唱
起来 ， 稚嫩的声音响彻整个教
室。 演唱结束后， 还不忘对着面
前的 “观众” 深深鞠躬， 俨然一
个专业的童声合唱团。

“唱的真棒！” 在王玉英副主
席的鼓励下， 孩子们一脸幸福，
并兴奋地拿起身边的脸谱， 向大
家展示， 欢乐的氛围感染了现场
每一个人 。 “我们班里有手工
课、 体能课、 创意魔术课， 我学
了可多东西了， 暑假能来这里上
课特别好。” 一位孩子拉着记者
的手说。

礼物：
喜欢阿姨送来的书籍

在孩子们精彩的表演结束
后， 王玉英副主席还为孩子们送
上了社会服务机构北京智天使青
少年成长促进中心准备的小礼
物———一套国学书籍。

“几年级啦 ？” “四年级 。”
“谢谢领导！” “别叫领导， 叫阿
姨 ！” 在为孩子们赠送礼物时 ，
王玉英副主席同孩子们之间的亲
切对话引发在场人员的一阵笑
声 。 一个孩子抱着书 ， 大声喊
“喜欢 ”。 更多的孩子们则抱着
书， 开心地合影。

为了让职工子女假期有人看
管， 缓解职工后顾之忧， 市总女
职工部已在东城、 朝阳等地开设
了5家托管试点班。 目前， 针对
企业楼宇联合工会及社区开展的
“七彩生活———儿童托管服务计
划” 项目和针对企业内部开展的
“十全十美暑期托管” 项目均已
启动。 此举不仅使孩子能接受社
会组织的专业化指导， 同时也充
分发挥出了工会组织在创新社会
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市总女职工部部长张秀萍告
诉记者， 市总女工部也在积极探
索托管班的不同运行模式， “像
世纪坛医院职工子女托管班是单
位内部的， 我们还在亚运村街道
做了一个纯社区的职工子女托管
班。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 运
行的效果不错， 职工和孩子们也
都比较满意。 明年， 我们将购买
更多的社会服务， 扩大职工子女

托管班的覆盖面。”

家长：
托管班真的太方便了

在记者采访时， 一位家长前
来接自己的孩子回家。 在问起对
托管班的看法时 ， 家长坦言 ：
“孩子假期看管是件大事， 托管
班为我们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
真的是太方便了。”

由于他和爱人都是外地人 ，
父母不在北京， 一到假期， 两个
人便开始发愁。 现在， 把孩子送
到托管班后， 这位家长的心一下
子就放下了。 “有托管班帮着看
孩子， 我们至少可以腾出时间来
干好自己的工作。 下班后， 再来
这里把孩子接走， 心里很踏实。
孩子还在托管班上学会了折花、
唱歌等才艺， 我们很高兴。”

据托管班工作人员介绍， 世
纪坛医院职工子女托管班已成立
20余年， 之前主要是帮着家长看
管孩子， 监督孩子们做作业， 没
有什么课余活动。 今年， 在获得
北京市总工会支持后， 我们根据
孩子的特长设置课程， 并邀请志
愿老师进行课外辅导。 目前， 孩
子们在班上可以学习手工 、 唱
歌、 体育等课程， 假期过得很充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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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天气热的时候， 我
们这里地表温度可以达到70℃，
工作完了回来太难受了。” 7月
30日上午， 细雨蒙蒙， 一扫京
城连日来的闷热。 这样的天气
对于丰台西站的职工隗永民来
说无疑相当惬意。

隗永民是丰台西站减速顶
班组的一名职工， 他所就职的
丰台西站坐落在北京市西南 ，
是中国铁路第一个自动化驼峰
班组站。 据介绍， 车站连接京
广、 丰沙、 京原、 京沪、 京九、
京哈、 京承、 丰双等8条铁路干
线， 担负着华北、 华东、 中原、
东北、 西北等方向的火车中转
和货物集散任务， 是华北地区
铁路车辆的主要集散地和晋煤、
蒙煤外运的重要枢纽。 该站日
均办理出入车23000余车、 高峰
日可达29549车， 是中国铁路日
均作业量最大的路网性特等编
组站之一。

检修站区内铁轨上遍布的
9000余个减速顶就是隗永民日
常的主要工作。 “由于丰台西
站早已实现了自动化， 进站需
要解体、 编组的货车都是通过
调车机顶到驼峰上， 再借助惯
性滑入场站， 如何让货车停在
该停的位置上， 就需要借助减
速顶了。” 减速顶班组班长张立
新介绍说。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 ， 减速
顶是附着在铁轨上的一个圆筒
形装置， 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
安全带， 如果慢慢踩可以踩到
底， 但如果使劲踩的话， 它便
纹丝不动。 而这个工作原理作
用在实际的工作场景中便是 ：
当货车在惯性的驱使下加速压
过来的时候， 减速顶对其将产
生一定的阻力， 迫使货车减速；
而货车慢下来后未达到减速顶
的压力临界值， 减速顶就会下
沉， 不至于影响货车的正常通
过。 可以说减速顶是保障作业
和列车编组安全的基石。

减速顶的设计使用寿命可
达30000余次， 但由于场站内安
装太多， 隗永民每天都会发现
有损坏的减速顶。 而他检查的
方式很有趣———就是通过脚踩。
只见隗永民一边观察待检测的
减速顶， 一边下脚去踩， 踩了
几脚后对记者说， “这个没问
题”， 在踩了4、 5个后， 隗永民
示意记者他最后踩的这个顶不
行了。 记者踩了几脚感觉与其

他的顶并没有什么差别， 隗永
民笑着说： “这个你多踩几次
就能知道差别了。” 张立新说：
“减速顶的检查目前还不能通过
仪器来实现， 只能靠经验， 所
以场内作业安全的维护完全要
看检修工的脚下功夫。”

对于损坏的减速顶 ， 班组
并非一扔了之， 而是拿回去进
行维修。 通过 “精检细修” 的
方式为减速顶上油、 换套， 从
而大大延长了减速顶的使用寿
命。 同时， 他们还会把将要报
废的减速顶进行 “移花接木”，
重新组合后再次投入使用， 大
大减少了成本。 班组还经常组
织技术比武， 提高职工们的业
务水平， 这也让隗永民从中脱
颖而出， 仅仅在这里工作三年
的他， 就获得了北京铁路局组
织的减速顶检修比赛第一名。

隗永民和工友们每天都要
行走在遍布石块的钢轨旁， 挨
个对减速顶进行检查， 不分寒
暑。“前段时间的高温，您知道这
都晒到什么程度了吗？他们拿的
扳子放在这儿都摸不了，就像您
穿的这个胶底鞋踩在上面都烫
脚。”张立新说，“高温、带电、以
及随时可能冲过来的货车……
这些都是减速顶班组职工们每
天都可能会面对的危险。”

每当机车车辆压过减速顶
时， 就会发出 “叮叮当当” 的
响声， 就好像弹奏钢琴键盘钢
轨在唱歌一样。 在炎热的夏天
里， 丰台西站负责维护保养这
些减速顶的师傅们， 为确保减
速顶保持良好的状态， 保障正
常调车和列车运输秩序的工作
场景， 就如同一首美妙的歌曲，
时刻在讴歌着劳动美， 奏响着
安全曲。

□本报记者 金海鸥/文 彭程/摄

托管班里笑声多
———记者直击世纪坛医院 “职工子女托管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