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起事来风风火火， 说着话
时干脆利落， 丰台区教育工会干
部孙桂荣2012年来到工会， 不到
三 年 ， 已 成 为 一 位 老 练 的 工
会人。 她不仅说起送温暖、 职工
互 助 保 障 计 划 、 文 体 活 动 等
工 会 工作如数家珍 ， 还是一个
“热 心 肠 ” ， 热 情 地 为 全 区 教
职 工 服务 。 孙桂荣在学前教育
岗位工作了30多年 ， 刚进工会
时， 面对全新的工作领域， 她心
里多少有点担心， 但不服输的性
格马上占了上风： 要么不干， 要
干就把事干好 ， 做好教职工的
“娘家人”。

不了解工会业务， 她就多翻
阅资料、 文件， 跟着领导一点一
点学， 逐字逐句研究业务； 组织

活动， 她有活抢着干， 在实践中
熟悉活动流程 。 通过勤学 、 勤
问、 勤思考， 她很快就掌握了工
会业务知识和工作技巧。

去年， 丰台教育工会为全区
教职工上了互助保障计划， 基层
交上来的会员资料， 她按不同类
别做好信息登记， 一点 “查询”，
普通会员、 家庭困难会员情况一
目了然出现在表格中。 一有会员
出险， 她不但及时上报申请， 还
盯着进展情况， 理赔金打过来，
会员不知道时， 她就马上给会员
打电话， 提醒对方赶紧查询。 有
时学校没有继续申报去年的困难
职工， 她记着， 会主动给学校打
电话询问原因。

在她的电脑下方， 贴着丰台

区帮扶中心电话 、 京卡联系人
QQ信箱、 北京银行电话等多个
联系方式； 工作日志上， 记录着
重点工作的办事流程， 她笑称这
是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些记
录我看完了 ， 还可以给下任留
着， 他们能省点事。”

教育系统有时会遇到教职工
突发重病或家庭遇灾， 工会要及
时送去慰问， 但按照财务相关规
定 ， 单位保险箱里不能放多少
钱， 遇到突发状况就很麻烦。 孙
桂荣想了一个主意 ： 自己拿出1
万多元 ， 在单位附近银行办了
卡， 有需要随时提出来应急， 等
过段时间财务把温暖基金申请下
来， 取出钱后再还给她。 用自家
钱先为公家垫 ， 傻吗 ？ 她不觉

得 ， “这样简化流程 ， 方便工
作， 有困难的会员可以及时拿到
钱 ， 也不违反规定 ， 挺好啊 。”
上周， 她刚为两个突发困难的基
层会员垫了1.2万元。

孙桂荣还兼任区教委机关工
会主席 ， 各种培训 、 拓展 、 学
习， 她想方设法凝聚人心， 服务
好90多名会员。 在一次拓展活动
上， 根据机关干部注重形象的特
点， 她和拓展师商量， 设计了一
个环节， 让 “每个人评价一下同
事 ” ， 然 后 互 相 写 在 后 背 上 。
“你聪明、 善良” “你善解人意，
乐于为大家服务” ……很多人听
到同事读出对自己的评价， 感动
得热泪盈眶， 彼此之间的关系一
下子拉近了。

■首都工会人

救助基金未到账 就自己先垫钱帮职工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丰台教育工会干部孙桂荣

上车是好的哥 下车做公益人

■当的士司机 他23年的士运营无一例投诉
■作为漫画家 他赠书画为灾区募捐2.7万元
■他就是北京第一批 “的士之星”、 北方出租公司的士司机———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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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张志刚是一名普通的北京的

哥， 从业23年， 在北京的士行业
也是屈指可数的几名仍坚守在一
线运营的出租车司机。 他是北京
第一批 “的士之星 ” “的士标
兵”， 在北方出租公司第一批被
吸纳的出租司机党员。 从开车第
一天起就给自己定了标准： “上
车开好车， 下车做好人”。 23年
的士运营， 他运送无数乘客无一
例投诉， 他参与无数公益活动爱
撒京城， 展现出首都的士司机最
高的职业素养。

办书画社
丰富同行业余生活

在首都的士圈里， 张志刚是
一位多才多艺的的哥， 在开出租
之前画漫画就小有名气。 开了出
租车以后， 他发现这一行业工作
辛苦枯燥， 于是就搜集与出租相
关的素材， 创作出大量反映的士
司机生活工作情感的漫画作品，
并在全国160多家报刊发表 ， 又
把漫画作品汇集成册为的士司机
出版了名为 《小车厢、 大世界》
的哥漫画书， 真实生动的反映的
士群体， 成为了的士司机喜爱的
“的哥漫画家”。

为了丰富的士司机业余文化
生活， 也是让和他一样喜爱绘画
的的士同行能有机会切磋学习。
早在2004年张志刚就牵头组织成
立了 “北京的士书画社”， 一下
子吸引了各个出租公司有一定书
画才能的司机加入进来， 加入书
画社的的哥的姐都说， 一直喜爱
书画， 由于开出租很久未动笔，
有了书画社， 大家重新调整自己
的心态， 让生活丰富起来。 在志
刚师傅的组织和积极努力下， 书
画社成员不断增加， 而且个个都
是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 有公益
之心的同行 ， 从一开始的十个
人， 到现在的50人， 可以说， 的

士行业的书画高手都被张志刚师
傅一一挖掘出来。

2008年， 张志刚师傅积极筹
备的 “北京的士书画展” 在北京
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隆重开幕
了， 近百幅的士司机的书画作品
震撼了前来观展的的士同行和社
会各界人士。 这也是北京的士司
机第一次向全行业及社会展示出
他们的风采。 在张志刚师傅的带
领和积极组织下， 北京的士书画

展已经举办六届， 书画社多位师
傅成功举办的士司机个人书画
展， 每月都有笔会采风的活动，
张志刚师傅十幅宣传的士司机的
漫画被首都博物馆永久收藏。

投身社会公益
捐出大量书画作品

张志刚不仅倾注了大量心
血， 为大家营造一个和谐的书画

大家庭 ， 他还是出了名的热心
肠 、 点子王 ， 用志刚师傅的话
说： 画漫画、 做公益是自己人生
的两大乐趣和追求。 “八一” 建
军节用书画慰问国旗班、 重阳节
去敬老院慰问、 送字画、 春节为
远郊区县司机家庭送春联、 炎炎
夏日书画社师傅们自己制作书画
扇子赠送运营司机同行……从书
画社成立之初， 志刚师傅就带头
用书画的形式投身爱心公益活动
中。

早在汶川大地震， 志刚第一
时间牵头组织的士书画社在玉泉
营环岛， 利用半天运营时间， 现
场作画写书法， 以赠送书画作品
的方式为灾区募捐， 两个多小时
捐款2.7万多元 。 凡是国家遇到
重大灾难需要全社会支持书画社
都是最先参与捐助， 粗略统计，
的士书画社已经创作了上千幅公
益漫画， 传递首都出租行业正能
量。 现在， 的士书画社很多成员
都是各大出租爱心车队带头人。

除夕夜运送乘客
感觉心里很幸福

自2000年到北方出租公司以
来， 张志刚亲自牵头的公益活动
多的无法一一统计， 不管是公司
的活动、 行业的活动、 每次活动
事先都要和对方几次协商 、 组
织， 带队非常不易。 作为运营司
机， 志刚师傅这些年耽误的运营
收入也是无法计算的， 为了开出
租不至于亏本， 硬是把内向的爱
人 “拉下水 ” 一同开双班出租
车 ， 志刚内疚并愧对的只有爱
人。 “做公益是快乐的。 当快乐
比钱多的时候才幸福。 虽付出很
多， 但说实话很开心！ 能为首都
第一窗口行业出租车做点事， 无
尚荣耀！”

每年除夕之夜， 张志刚都会

积极响应其他车队的倡议， 大年
三十坚持运营 ， 送乘客回家过
年。 今年的除夕之夜， 张志刚带
头往返机场把一波又一波的滞留
旅客送回家， 自己到家早已是凌
晨。 虽然在路上迎接新年不能回
家吃年夜饭守岁， 但是张志刚觉
得能够把滞留机场的乘客送回家
过年心里也是暖暖的。

“凌晨两点我送了一个外国
乘客到北京二外， 他用中文向我
道谢， 下车了还与我合影， 我的
一次小小的善举对于他们来说是
很大的帮助， 这让我感到做公益
的快乐。” 也正是张志刚师傅这
份以身作则亲力亲为， 让更多的
的士司机看到榜样的力量， 在的
士群体中志刚师傅绝对是老大
哥， 令他们敬佩。

运营、 绘画是志刚师傅带领
的士司机展现自我服务社会的两
大法宝， 同时志刚师傅还是十万
的士司机的代言人、 是北京交通
广播 《百姓TAXI》 栏目的嘉宾
主持 ， 面对错综复杂的行业问
题， 志刚师傅总是正面引导， 用
自己良好的心态、 细致的观察、
对职业的热爱和大量的运营经验
为的士同行提供帮助。 志刚师傅
还总是从司机的实际需求出发，
为栏目献计献策， 他提议的 “的
士鹊桥” 节目， 已经使四十多位
单身的哥的姐喜结良缘。 二十多
年来的的士生涯接受包括中央电
视台， 人民日报在内数十家媒体
采访， 无一不是宣传北京的士，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虽然
志刚师傅有很多改行， 升迁的机
会， 可他都一一回绝， 至今仍然
每天开着心爱的出租车， 快乐的
迎来送往， 乐此不疲的进行着公
益事业。 张志刚说， 要一直开下
去， 因为小小的出租车承载起他
所有美好的梦想， 也帮助他去实
现这些美好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