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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
在“掌上朝阳”能入会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图为服务队到牛街敬老院看望老人。

农民工只花几元钱
就能二手店里淘衣服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农民工在“五色种子”里
说出掏心窝子话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快看， 这个月朝阳的会员免费活动挂出来了，
有免费洗车， 还有免费剪发， 真是太有用了！ 咱们
可得想着到时候抢票啊！” 下午三点， 在朝阳区一家
餐厅的工作区内， 刚刚下班的河北籍的服务员陈红
拿出手机， 打开一个名为 “掌上朝阳” 的APP， 翻
看着朝阳区12365会员服务日的免费活动， 和同事分
享着最新信息。

早在2013年， 朝阳区总工会就推出了这款 “掌
上朝阳” APP。 会员只需要从手机下载客户端， 就
可以安装使用。 点开软件， 即可观看朝阳区工会新
闻、 工会动态、 各级工会简介、 12365会员活动， 也
可以参与互动天地、 我要入会、 会员维权、 职工帮
扶、 生活服务等栏目的活动。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尽管电子商务已经非常
普及， 但对于餐饮业、 商场售货员、 建筑工人等农
民工密集的行业， 日常生活中， 职工们使用电脑的
机会仍然不多， 他们的上网方式大多是通过手机 。
“掌上朝阳” 手机APP的推出， 让这部分群体能够更
加方便的了解工会工作， 享受到工会的服务。

近几年， 朝阳区总工会不断推出各种免费、 优
惠的会员服务 ， 活动项目数量为全市之最 。 通过
“掌上朝阳”， 农民工们可以在工作之余， 拿出手机，
轻轻点按， 便可以准确、 及时的了解最新的活动项
目。

在打造 “智慧朝阳” 电子化政务工作大格局的
过程中， 在 “掌上朝阳” APP手机平台之外， 区总
工会还建立了朝阳区工会管理系统、 官方网站、 各

街乡工会服务站内的数字触摸大屏以及粉丝数量稳
步攀升的官方微信。

除了区一级别的各种新媒体设置方便农民工 ，
朝阳区的不少街道总工会也在逐步开设官方微信 ，
让职工拿起手机就能找到工会。 八里庄街道总工会
就是其中之一。

充分利用新媒体提高宣传力度和服务能力， 八
里庄街道总工会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 并设置三个
栏目， 分别是 “会”、 “惠” 服务、 “汇” 生活。

其中， “会” 咨询板块中囊括了工会热点、 企
业风采、 财务报销、 工会介绍、 宣传片展播、 工会
经费使用报销等内容 。 “惠 ” 服务板块中包括了
“送慰问”、 “要入会”、 “维权帮” 三个栏目， 通过
对劳模、 困难职工的慰问进一步宣传工会的服务理
念， 企业和职工还可以通过在线发送微信信息申请
加入工会。 “汇” 生活板块为企业和广大职工朋友
提供了交流互动平台， 职工可以通过发送话题、 加
入热门话题讨论实现实时的线上互动。

“这条浅灰色裤子怎么样， 我要是穿上是不是
很好看？” 农民工小刘兴奋地说。 “看起来很新， 就
几块钱， 物超所值。” 农民工小王热情回应着。

近日， 记者走进了大兴黄村镇芦城村的温暖义
卖公益二手店， 这是在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协助下 ，
由北京一砖一瓦文化发展中心开展的 “公益二手
店”。 农民工在这里几块钱就能买到一件七成新的衣
服和为农民工免费提供的图书、 电影等。 公益二手
店开业已有6个多月， 服务人群已达3600余人次。 这
家不大的门脸， 在不大的村子里， 生意挺好。

芦城村周围遍布工厂， 农民工比较多。 每到日
落， 他们常来光顾这里， 每天能达到60多人次。 小
刘在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 他看中了一条浅灰色裤
子， 拿在手里看来看去。 “我们干活比较脏， 看到
这里开了个公益二手店， 就过来买二手衣服。 我们
在工地干活所以就想买点干净又便宜的衣服。 其他
工友知道了， 晚上下工后一起选购些衣服。” 像T恤、
衬衫、 裤子、 睡衣这类二手商品， 花上几块钱就能
买上一件。 小刘说， 工友最喜欢的还是迷彩服， 几
块钱一件， 穿在身上酷酷的， 而且比较耐脏， 只要
二手店里有， 他们的工友就会来买走。

“我们这些衣服全是捐来的， 北师大、 中华女
子学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都是我们的固定捐衣
点， 我们会定期过去取， 目前我们库存的衣服已达
到上千件， 都是7成新、 干净， 并经过了紫外线消毒
的， 每件衣服的价格一般是1-10元， 一天最多的时
候能卖300多元呢 ， 这些钱用来给农民工们播放电
影。” 北京一砖一瓦文化发展中心项目工作人员李
春玉说。

除了干净的二手衣服， 店里的图书也比较吸引
小刘， “工地上业余生活是比较枯燥的， 大家一般
就是玩手机、 闲聊之类的， 我们逛二手店时， 有时
候会借本书回去看看。”

公益二手店里所有的书籍都是免费的， 附近的
村民或者农民工朋友可以在这里看， 也可以借回去
看， 借书时交10元押金， 等来还书时， 就能原数领
回。

记者浏览下书架 ， 发现有文学 、 杂志 、 名著 、
科普、 摄影、 工具书等类型的书， 有千余册， 都码
得整整齐齐， 书架前， 是一个大长桌， 来店里的村
民或者农民工从书架上随手拿本书， 就可以坐在桌
子前看会儿。

除了公益服务、 免费图书， 芦城村的二手店里
还提供免费电影， 每周两场， 到目前为止已经放映
了20多场， 有 《亲爱的》 《哆啦A梦》 等。

小刘和工友也经常过来看电影， “看电影真是
很放松的， 干了一天的活儿疲劳很快就没了。”

除了这家二手店， 北京一砖一瓦文化发展中心
还在房山长阳镇西营村开了一家二手店。 几个月来，
服务人群达到了6000多人次。

保安、服务员、家政工作人员……在这些老百姓
生活离不开的服务岗位上，大部分是外地来京务工人
员在坚守着。他们每天辛苦地忙碌着，除了身体上的
劳累，精神上的空虚、迷茫更需要人关心。由北京市总
工会支持，北京华夏清源教育咨询中心主办的关注农
民工青年心理健康的“五色种子”项目，就是为了走进
农民工群体，听他们说说心里话，为他们打开心灵的
窗户，让他们更好地在北京工作、生活。

中秋节前， “五色种子” 工作坊的心理健康咨
询师来到八角街道的社区青年汇， 开展了项目第一
期座谈会。 这里外地农民工聚集， 由小区、 医院保
安组成的保安队伍成为第一批帮助对象。 心理老师
先为他们测量了心理健康程度， 了解他们的压力指
数， 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 避免他们压力过大
出现过激情况。 参加座谈的保安都是青壮年男性 ，
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低， 工资较低， 都已经成家， 妻
儿一般都在老家， 自己长期在外住集体宿舍。 心理
师主要为保安们讲什么是心理健康， 情绪、 压力管
理， 了解自我， 激发潜能， 与人沟通等。

保安们谈了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反映被居民挑
剔， 不被尊重时， 容易发生冲突。 心理老师从案例
出发， 逐个分析， 告诉他们当压力来临， 情绪失控
时， 哪种方式能够让这件事情平息下来， 保安们在
座谈后都表示受益很大， 学会了更科学的情绪管理。

近日， “五色种子” 项目还走进了清穆轩餐厅，
为服务员进行心理健康指导。 这里的服务员年龄小，
一般就18、 20岁 ， 有的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
别人还在上学他们已经提前走进了社会。 这些孩子

们都提出了自己在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困惑。 大部
分服务员表达的都是遇到社会上一些挑剔的顾客时
应该如何应对。 心理老师认为， 这就是他们应该提
高情商的地方。 老师先为他们测量了性格， 根据不
同性格对他们进行针对性指导。 在与顾客打交道时，
老师建议他们面对顾客需求， 快速判断是合理还是
非合理需求， 如果是非合理需求， 要学会用最恰当
的方式解决事情。

“五色种子” 项目负责人袁冬梅表示， 项目活动
的初衷就是关注农民工青年的心理健康， 加强五项
心理建设， 播下正能量的种子。 “很多外来务工人
员年龄小， 社会压力大， 家又在外地， 心里话也没
处说， 需要社会的关注。” 项目特别从社会心理动力
站180人咨询师中， 招考了10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
人员， 对其进行再培训， 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民工青
年群体。

下一步 ， “五色种子 ” 项目还将关注到保洁 、
家政岗位， 这个群体女性多， 项目计划从女性心理
健康的角度帮助她们。 针对这个群体生活艰辛， 姐
妹们在工作之余有话无处诉说， 项目计划用微信建
立小组性质的群， 让大家彼此在专业心理老师指导
下相互倾吐压力， 形成互相扶植的圈。 这个工作将
在10月底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