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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提素从“早会”开始

“请打开书 ， 我们今天学习
第五章———作风就是战斗力。”

“狼文化是如何炼成的……”
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钟之

间， 在北京正和工程装备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正
和”） 的会议室内， 都能看到职
工们齐聚在一起读书、 学习。 记
者采访这一天 ， 他们学习的是
《向毛泽东学管理》 一书。

“这是我们的 ‘早课’， 每天
固定的时间， 各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都要聚在一起读书学习。” 北
京正和工会主席彭玉华告诉记
者， 企业十分重视职工的素质提
升和培养， 希望职工在企业的每
一天都能有所收获， 而进步就从
每天的 “早会” 开始。

固定学习时间
让读书成为职工习惯

说起北京正和的学习氛围
“早会” 制度， 还要追溯到2013
年， “当时我们董事长在一次外
出培训过程中， 了解到了稻盛和
夫的经营哲学。 他认为稻盛和夫
的经营理念非常重视员工正确思
维方式的培养和塑造， 对于员工
个人和公司的发展都非常有益，
于是鼓励职工进行学习。” 北京
正和工会干事徐佳宁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介绍， 因为领导的重视，
很快就在企业中形成了一股学习
风。

2013年开始， 北京正和有意
识的开始组织职工集中学习稻盛
和夫的各种书籍， “开始， 我们
组织大家进行朗读， 逐个读， 鼓
励职工每天对照学习内容对工作
生活进行总结和反思。” 徐佳宁
说 , “后来时间长了 ， 大家便每
天自觉地对学习内容进行交流，
并针对工作实践分享体会， 在大
家共同的学习和分享中， 每个人
每天都能获得启发和收获。”

对于拿出固定时间来读书这
件事 ， 起初也有很多职工不理
解， 觉得是浪费时间。 但时间长
了， 大家也逐渐地找到了读书的
乐趣。 “每天的学习就像我们不
断吸收的养分。” 职工认识有所
变化， 对于 “早会” 制度的态度
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今年， 北京正和更加注重员

工管理意识、 职业素养的培养。
于是， 在职工培训学习中， 也开
展了法律知识培训、 管理制度学
习等内容。 “而现在我们正在学
习的 《向毛泽东学管理》， 则通
过分享讨论， 给大家提供每天共
同分享、 提高自我思想水平的机
会。” 徐佳宁说， “有时看到大
家在讨论中碰撞出积极向上的火
花， 真为自己身在这样一个团队
而骄傲。”

此外， 记者还了解到， 公司
为了给职工提供更多的学习场
所， 建立了阅览室， 鼓励大家工
余时间也要坚持阅读和学习。 同
时， 还定期举行了安全学习、 制
度学习、 企业文化学习等内容，
这些也是职工素质提升的重要通
道。

提供学习机会
半年近百人次外出培训

“为了让职工开阔视野、 提
升管理意识和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能力， 公司也投入了很多， 为职
工搭建外出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和
平台。” 徐佳宁介绍， 特别是对
企业的基层管理者， 往往以前是
“会干不会管”， 有针对性的管理
培训和学习不仅非常有益职工本
身素质的成长， 对于公司整体的
经营管理提高也有着非常大的促
进作用。

据了解， 北京正和公司共有
职工1000余人， 他们分布在全国
6个运营中心， 工作地点也相对
分散， 但每次有外出培训的学习
机会， 徐佳宁总是尽可能地通知
到每一个运营中心的相关负责
人， “我们希望， 外出学习的人
员是学习愿望比较强烈， 在工作
中表现突出， 学习成效也有益于
企业发展的职工。”

徐佳宁告诉记者 ， 最近几
年， 公司上下的学习氛围愈加浓
厚， 对于外出的培训学习机会 ，
大家也越来越珍惜。 “以前， 为
了忙工作， 很多职工都不愿意参
加外出学习。 但现在， 几乎每一
个名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徐
佳宁笑着说， “因为名额有限，
职工抢着去学习也是常有的事
情。”

据统计 ， 仅仅是今年上半

年， 北京正和就提供了近百名职
工对外学习培训的机会， 为职工
的成长增加了新内涵， 也为企业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感受学习后的变化
成长让职工收获幸福

张鹏是正和工程公司安全质
量部的经理 ， 说起 “早会 ” 读
书， 他一开始也不理解。 “总觉
得 一 天 有 干 不 完 的 工 作 ， 哪
有时间读书啊。” 张鹏笑着告诉
记者， 可真正进入学习状态后，
他发现， 学习让他发生了很大变
化。

“我是从车间一线一点一点
干到今天的位置的， 了解我的人
都知道， 我脾气急， 有时为了工
作难免跟同事有所冲突。” 对于
自己情绪的把控能力， 张鹏还是
非常有自知之明， 但在学习了管
理学方面的知识后， 张鹏找到了
更有益于工作、 更有益于人际关
系友好的新的工作方法。

善于控制情绪， 懂得运用管
理方法和技巧， 这让张鹏身边的
同事， 都深刻地体会到了他的变
化， “我们经理真是越来越会当
领导了。”

最让张鹏欣慰的是， 企业在
建设学习型企业过程中， 向职工
传递了很多企业家的管理理念，
让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工
作。 “我们把学习到的内容， 运
用到工作中来， 不仅仅提高了工
作效率， 更让我自己感受到了极
大的成就感。” 张鹏说。 学习的
收获， 自己的成长， 让他倍感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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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空调房 、 几千册图
书、 各式各样的健身设备……
这是广州市从化区总工会建设
的多个职工服务站中的一个 。
跟往常一样， 在从化区明珠工
业园工作的环卫工人吴大姐和
同事一下班便早早地来到服务
站， “每天下班后或中午休息
时来这里看书已经成了习惯。”

据悉， 从化区辖区面积大，
基层工会曾经客观上存在着服
务难以落实到位的问题 。 从
2013年开始， 从化区总在五镇
三街、 明珠工业园、高新技术产
业园和交通系统等设立起一个
由区职工服务中心、镇街（园区）
工会职工服务站及企业工会服
务点组成的工会三级服务体系，
建成镇街（园区）工会职工服务
站14家、 企业职工服务点28个、
工友和谐家园3个，劳模（技师）
创新工作室4家，职工书屋8家，
以及25个户外职工小休站。

这些服务点在法律援助 、
困难救助、 就业服务、 娱乐休
闲方面服务职工， 同时配以劳
工大学堂、 职工书屋等， 构建
起一个覆盖全区的工会服务职
工阵地网络， 使得服务阵地实
体化、 网格化， 并根据职工的
作息时间开放， 周一至周日从
早上持续到晚上9点多， 职工下
班走出厂门， 就能得到工会的
贴心服务。 从化区总工会主席
刘树生告诉记者， 网格化职工
服务阵地实现了工会服务从活
动型向实体型转变， 把工会服
务职工的各项措施落到了实处，
“比如， 过去我们组织的一些活
动， 覆盖面有限， 有些服务职
工没有真正感受到。 像从去年
开始， 我们派各个镇街工会的
工作人员到各个单位去检查高
温补贴发放工作 ， 确保补贴真
正给到了每一位符合规定的职
工手上。” 据 《工人日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赵忠航） 绿色的豆角、 紫色的
茄子、 红色的辣椒将菜园子装
点得色彩斑斓。 入秋时节， 中
铁二十二局四公司湛江西制梁
场驻地小菜园已是果蔬满园。

蔬菜成熟了 ， 项目部食堂
的李师傅在菜园里一边摘茄子，
一边向工友炫耀： “哪也吃不
到这么新鲜的菜， 摘下来不到1
小时就被端上餐桌了！”“可不是
嘛！”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湛江西制梁场参与每日生
产的职工多， 一日三餐都在食
堂解决的有200余人 。 今年春
季， 项目部组织职工利用业余
时间将场区内的一块空地开
垦出来， 种上各种蔬菜。 工作
闲暇之余， 职工们自觉打理菜
园， 既锻炼了身体， 又愉悦了
心情。 他们坚持不用化肥， 打
造纯天然食品， 新鲜蔬菜丰富
了职工餐桌， 职工对此赞不绝
口。

项目自种蔬菜丰富职工餐桌

本报讯 小区的健身广场被
流动商贩当成了市场， 顺义城
管接到群众举报后， 对广场环
境秩序开展治理， 并帮困难商
户入驻正规市场。

顺义石园东 、 西区间的健
身广场是居民晨练和散步的去
处， 最近被一些流动商贩变成
市场， 贩卖瓜果、 熟食和玩具。
附近市场中的商贩见状也来此
开起 “分店”， 最多时广场上有
十几个摊位。 广场上满地是乱
扔的垃圾， 充斥着嘈杂的叫卖

声。
石园城管执法队了解情况

后， 联合市场管理中心、 居委
会、 物业对健身广场的商贩进
行劝导。 同时， 设立重点点位
早晚巡查班组， 维护健身广场
周边秩序。 对于确实存在家庭
困难、 身体残疾等因素的无照
商贩， 顺义城管协调属地街道、
市场管理部门， 将他们安排在
石园大市场、 北区小市场等地，
帮助他们设立正规摊位经营并
按规定减免摊位费。 （汪丹）

顺义城管帮流动商贩找摊位

本报讯 新学期伊始， 为确
保学生在校饮食安全， 提高集
体配送餐质量， 石景山区食药
部门对辖区为学校提供中餐配
送的企业开展动态检查， 确保
学生们的饮食安全。

笔者看到 ， 在一家餐饮公
司， 检查人员对配送企业人员
管理、 场所环境、 食品原料及
食品等多个项目、 流程进行了
检查 ， 对餐具的清洗和消毒 、
加工环境及制作过程、 原材料
的采购等环节都不放过。 在原
材料储藏间、 食品加工操作间，

重点对餐厅的冻库、 原材料仓
库、 留样冰箱等涉及到食品安
全卫生的关键环节都要进行细
致的检查。 同时， 对员工行业
知识定期培训、 餐具定期快检
等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石景山区高度重视学生餐
饮安全， 食药部门还通过健全
组织网络落实责任、 学校食堂
基础设施改造、 学生食品安全
知识宣传教育普及、 专人对学
校食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等措施， 加强对学校用餐环境
的监管。 （石闻）

石景山专项检查学校配餐企业

职工下班走出厂门
便能得到工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