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菲：
国网北京石景山供电公司职工、
李铁梅扮演者

汪义：
国网北京石景山供电公司职工、
宋庆龄扮演者

提问者 高梁洪 回答者 武丽君

■有问必答

提问： 本报读者 高梁洪
回答： 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主任 武丽君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婚后男方出资买房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有困难， 找工会。” 这句话
让很多人耳熟能详。 而在北京经
济开发区的不少职工中， 却流传
着这样的话语： “有困难， 到帮
扶中心找王老师。” 他们所说的
王老师就是职工服务中心的调解
员王红璐。 在帮扶中心工作的近
10年中， 经她手调解的案件成功
率达98%， 接待满意率达100%，
即使十分棘手的劳资纠纷， 她也
很快能找到圆满解决的办法。 近
日， 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调解能
手。

记者： 作为一个调解能手 ，
您有什么好办法？

王红璐： 如果说成功调解劳
动纠纷有什么秘诀的话， 我认为
或许就是胆儿大和不怕得罪人。
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必须要敢冲到
前面和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对话，
只有和职工沟通好， 取得他们的
信任 ， 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
决， 对劳资双方也都更有利。 另
外 ， 我也不怕得罪人 ， 在我眼
里， 谁触犯了法律， 或谁提出的
诉求不合理， 我都会及时指出。

点评： 采访之前我完全没有
想到， 在这位女子的身上， 竟然
汇聚了这么大的能量。

记者： 维权调解工作是个辛
苦活儿， 听说您曾一天反复和资
方谈了六轮， 是什么动力让您对
工作充满热情？

王红璐： 有人常对我说， 那
么大岁数了， 还干那么累的事，
也没挣几个钱， 别干了， 赶紧回
家呆着吧。 但可能是我们那一代
的人都这样， 真心想为职工做点
事， 并且感觉很快乐。 尤其我自
己是个得过癌症的人， 是个与死
神搏斗过的人， 我现在就想能尽
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不论是企业
还是职工遇到了问题， 找到帮扶
中心，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就会
付出百分百的努力， 对他们做到
“不离不弃”。

同时， 我还会利用我所掌握
的法律知识， 督促那些不守法不
规范的企业。 在调解中， 我会帮
助企业规范制度， 促进企业民主
管理。 现在我已经58岁了， 自己
也不知道还能干到哪一天， 但是
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调解经验，
运用于劳动纠纷调解中， 服务职
工和企业， 是我最大的快乐。

点评： “为人民服务” 不是
职能部门的一句空话 ， 急人之
急， 想人所想， 这正是大众对各
职能部门工作的期待。 多年来，
王红璐胸前一直别着一枚 “为人
民服务” 的徽章， 她在实际工作
中更是用对职工的情和爱、 对工
作的责任感， 将为人民服务演绎
到极致 ，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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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精神
让我变得更勇敢

孔静： 江姐， 是大家所熟知
的历史女英雄。 我曾在舞蹈中扮
演过江姐的角色， 不过这次不是
用形体去表达而是用语言， 其实
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体
验。 为了在情感上在语言表达上
进一步贴近角色， 我查看了江姐
所处时代的背景文字资料， 经过
仔细的阅读后， 我发现她是一位
坚强大气的女子 ， 顿时心生敬
畏， 也为自己可以扮演她而感到
光荣与自豪。 我想， 也许我不能
在短时间里刻骨的表演出江姐的
姿态、 语气或是神情， 但我一定
要全力的表现出江姐的精神， 至
少要像自己在观看江姐剧目或是
影视作品时那样忘情的投入， 如
果我们做不到还原， 那我们就应
该尽全力的做到传神。

从台词由熟读到熟背， 由熟
背到变成自己的话语， 这个过程
也是我进一步了解与感受 “江
姐” 的过程， 虽然我们身处不同
年代 ， 我们不同年龄 、 不同经
历， 但在说出台词的那一瞬间，
我愿意相信自己就是在为信仰而
战斗的勇士， 江姐的精神让我变

得更加勇敢。 不得不说， 最后的
扮相着实帮助了我不少， 穿上那
个年代的衣服， 根据情景化着那
个年代的伤痕妆， 仿佛让我可以
一时间抛下自己的状态 ， 走进
“江姐” 的世界。

台词最后一个字说出后， 也
预示着我此次角色的结束， 但是
这次扮演的经历让我近距离的感
受到巾帼女英雄的气概， 让我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 为什
么我们会有今日的美好生活， 那
都是前辈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
的， 我们不仅要珍惜， 更应该学
习他们的精神 ， 继承他们的意
志， 守住他们的信念！

登台前
工会干事帮我反复排练

汪义： 最初得知要参加这个
活动时， 其实我是有些排斥的，
怕耽误工作、 怕浪费时间、 怕自
己演不好。 但是， 当我化上妆、
穿上旗袍 、 真正的扮演起角色
时， 便深刻体会到了此次活动的
意义 ， 并深深被人物精神所感
动， 我觉得这是一次永生难忘的
体验 。 我对于宋庆龄最初的印
象， 是永远绾在脑后的发髻， 平
和慈祥的笑容， 还有一身深色的

旗袍。 看着沉淀着历史记忆的人
物原型照片， 我感到她是那么的
美， 那么的动人。 作为整个录影
的第一位， 为了开一个好头， 我
一遍又一遍的背着台词， 调整自
己的语速和语调， 让自己的心态
放稳放慢， 静静的揣摩着那份在
岁月中累积的豁达与坚定。

录影开始， 由于之前没有人
物扮演经验， 自己总是不能很好
的表现人物、 抒发情感。 单位的
工会干事谢老师二话不说， 亲身
示范， 倾囊相授， 每一个我忽略
的细节， 他都会帮我反复排练，
直到我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 能
让大家体会到宋庆龄女士无私的
品格和坚定的信念， 更希望我的
演出能让大家再次感受到她无穷
的魅力。

红灯精神
鼓舞我不断奋发图强

顾菲： 说起 《红灯记 》， 那
一句 “奶奶你听我说……” 一定
是最耳熟能详的， 但对于 《红灯
记》 这个故事以及对李铁梅、 李
奶奶、 李玉和这些英雄形象的真
正了解， 要从这次女工诵读表演
开始。

从电影 《自有后来人》 到京
剧 《红灯记》， 从了解故事剧情
到了解李铁梅这个人， 从最熟悉
的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到 《光
辉照儿永向前》， 我一步步回到
了那个抗日战争的年代， 那个为
保护密电码和敌人斗智斗勇的年
代， 那个铁梅毅然走向刑场， 眼
睁睁看着奶奶和父亲倒在敌人枪
口下的年代， 泪花几次在我眼眶
中翻滚， 内心无比澎湃。

当我换上铁梅的服装， 扎起
大辫子， 手捧着红灯时， 我突然
体会到了铁梅的坚定， 也理解了
那盏红灯就是传家宝， 它照亮了
铁梅前进的方向， 父亲和奶奶的
精神融入了红灯， 让铁梅心如磐
石， 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 完成
奶奶和父亲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回到现实， 红灯已经成为一
种精神， 它照耀我们继续当好共
产党的接班人， 坚定理想信念，
做好本职工作， 多学习多深造，
吃苦在前 ， 享受在后 ， 任劳任
怨， 无私奉献。 生活在和平年代
的我们， 更要以红灯精神鼓舞自
己， 不断奋发图强， 多下力气狠
抓实干，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争
取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

演绎历史英杰
电力女职工有啥感受？

高梁洪： 我今年35岁， 与朋
友合伙开了一个加工厂， 收入还
不错。 去年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今年 “五一” 我们结了婚， 婚后
与我父母住在一套房里。 最近她
劝我买一套房子， 就在现居住的
小区里买， 这样我们既能单独生
活又可以照顾父母。 我觉得她说
的有道理， 就去看房， 相中一套
800多万元的房子。 老婆比我小
10岁， 上班时间不长， 没有任何
积蓄 ， 所以买房的钱都由我来
出。 若我全款买房并落在自己名

下， 日后我们一旦离婚， 这套房
产是归我个人单独所有， 还是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分给她一半呢？

武丽君： 我国 《婚姻法》 及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一方的婚前
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夫妻一
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
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即您
婚前的存款为其个人财产。 您用
婚前存款800万元购买居住用房，
是个人财产的财产形式转变， 并
不改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 所以

用此款所购住房归您个人所有，
是您个人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同
时规定，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
后产生的收益， 除孳息和自然增
值外，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您在婚后用婚前个人存款800万
元全额购买房屋用于居住， 并非
个人财产的投资， 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购住房的增值部分应为个
人财产的自然增值， 仍属您个人
所有。

但是， 为避免争议， 办理房

屋产权登记时， 您可将房屋产权
登记在自己名下， 并到公证部门
办理公证， 证明您是用婚前个人
财产全额购买住房的， 购房款中
无夫妻共同财产， 该房屋归您单
独所有。 并就房屋所有权及后期
增值收益与妻子签订协议， 约定
该房屋由您用婚前个人财产全额
购买， 属于个人财产， 该房屋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增值部分为
个人财产的自然增值亦归您个人
所有 ， 这样就避免日后产生纠
纷。

工会调解能手
是怎样诞生的？

孔静：
国网北京石景山供电公司职工、
江姐扮演者

穿上历史女英杰的服
装， 说着她们的经典语录
……近日， 国网北京石景山
供电公司工会组织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女工诵读活动， 由
年轻的女职工扮演江姐、 宋
庆龄、 李铁梅等家喻户晓的
历史先锋女性形象， 用真诚
的诵读表演完美诠释她们的
时代精神。 在这个过程中，
首次当演员的女职工们也有
了前所未有的心灵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