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满楼学做人

“在这收获最多的， 不是物
质上的， 挣多少工资不是最主要
的。 自己在做人和为人处世方面
的收获是最多的。” 笔者在福满
楼采访的时间里听到最多的就是
这句话。 对于福满楼的100多名
职工而言 “做人” 的标准远远大
于 “做事” 的标准， 用工会主席
秦昌英的话来说： “在福满楼最
看重的不是工作技能而是人品的
考核。”

周扬 （化名） 福满楼的一位
普通服务员， 18岁就已经来到酒
楼工作。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再加
上年纪小 ， 不清楚怎么跟人沟
通， 很多礼仪也不懂， 刚到福满
楼的周扬成了领导的一块 “心
病”。 在福满楼像周扬这样情况
的员工不算少数， 大部分都是来
京务工的年轻人， 待人接物成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 企业积极
拓展培训思路， 把之前的业务技
能培训变成现在的思想道德加业
务技能培训的模式， 双管齐下，

从内到外彻底改变职工的思想状
态。 “现在每周公司都会利用业
余时间给大家进行培训， 大到为
人处事的道理和方法， 小到生活
上的小事如排队等车、 等红灯过
马路等， 现在每年回家的时候父
母都说比以前懂事多了， 像个城
里人。” 来公司两年有余， 作为
业务主管的周扬现如今早已褪去
了当初的稚气， 变得成熟稳重。

为了使职工增加对北京的归
属感， 在工会的组织下， 每周职
工们利用业余时间分成几组分别
到北海公园、 景山公园以及周边
街道进行捡垃圾的公益活动 。
“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 觉得这
事情跟我没关， 但是在参加了几
次活动后发现每次捡完垃圾看着
行人走在干净的路面上心里特别
舒服， 估计现在要是不捡了没准
还会不习惯” 从最初的不情愿到
现在养成习惯， 每一位职工都经
历了这样的心理变化， 看似微不
足道的小事却让职工在这个陌生
的大城市里头一次为自己感觉到
了骄傲。 现在捡垃圾公益活动已
经成了福满楼除餐饮之外的另一
张名片。 “凡是福满楼的职工在

北海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 大家
现在进公园都不用买票了。” 工
会主席秦昌英笑着告诉笔者。

在福满楼除了职工思想道德
的培训外， 每个月工会都会组织
全体职工进行孝亲学习。 “观看
孝亲视频、 听孝亲讲座， 每次听
完讲座所有人都会忍不住落泪，
心里就像是接受洗礼一样， 平时
不论工作再忙职工都会抽时间给
父母打电话询问家里情况。” 对
于公司的培训秦昌英同样感受深
刻。 现如今早已是公司副总经理
的秦昌英已经在福满楼度过了13
个春秋， 从服务员经过领班到主
管再到大堂经理， 直至现在的副
总经理， 每一次的晋升都见证了
她的成长。

笔者了解到， 餐饮行业相比
较于其他行业人员流动率很大，
然而在福满楼工作5年以上的老
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
二， 其中工作年限超过15年的占
老职工总数的一半。 思想道德培
训、 孝亲讲座、 公益活动这些看
似与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 却是
影响福满楼每一位职工最多的，
也是他们对公司最大的依恋。

进了福满楼就是一家人

“进了福满楼就是一家人 ”
这是一句在职工之间广为流传的
佳话， 当然这个一家人的标准不
仅仅局限在福满楼内。 2011年河
北籍职工小杨 （化名） 因为家庭

原因辞职回家务农， 在一次劳作
过程中不幸从房上摔下， 最终由
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工会得知
这件事后， 第一时间组织职工捐
钱并拿出工会互助基金中部分资
金一并送到小杨家中。 “那次捐
钱大家都很踊跃， 许多新职工没
见过小杨但是也都纷纷捐款， 大
家并没有因为小杨不在公司了就
少捐或者不捐， 记得那次一共收
到捐款近万余元” 说起那次捐款
至今仍让秦昌英记忆犹新。

除了困难帮扶， 福满楼一家
人的理念也体现在对职工家属的
关怀 。 “上半年我父母来北京
了， 吃住就在我们饭店， 费用全
是公司提供的， 对于第一次来北
京的他们 ， 心里边别提多高兴
了。” 在采访过程中这样的事例
笔者听到过很多。 据工会主席秦
昌英介绍， 企业为了满足职工家
属来北京的愿望， 满福楼规定凡
是在职职工的直系亲属来北京游
玩吃住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 这
样的费用开支对于整个酒楼可能
微不足道， 但是对于那些从没来
过北京的职工家属来说就是一次
圆梦。

□西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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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收获颇丰

西城区高井幼儿园

让爱在园所中绽放

关爱女职工从“姑爷”开始

高井幼儿园现有职工50人 ，
除去保安和后勤人员， 剩下的47
人都是女职工。 这样的男女比例
在其它企业中是十分少见的， 保
障女职工的切身利益成了摆在园
领导们面前的头等大事。

在高井幼儿园， 关爱女职工
的工作是从她们的丈夫开始的。
据工会主席王瑞兰介绍， 每年工
会都会在传统节日到来前组织各
种各样的活动， 每次活动除了教
师参加外， 她们的丈夫也都应邀
参加到活动中来。

在活动中 ， 王瑞兰挨个与
“姑爷” 谈心， 了解家庭生活情
况 ， 介绍园内教师工作 。 凭借
“过来人” 的身份， 向他们传授
家庭和谐的经验。 “每次活动场
面都很壮观， ‘姑爷’ 们在园长
的安排下通过活动换位体验妻子
的辛苦 。 在了解妻子的劳苦之
后， ‘姑爷’ 们聚在一起也会相
互交流家庭生活经验， 他们还会

攀比谁对老婆好。”
除了跟 “姑爷” 谈心， 做好

职工丈夫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
教师们的家务技能也被园所提到
培训日程上来。 王瑞兰说： “眼
睛不能老是盯着别人， 在家里女
人也要做好自己本分内的事 。”
园所每年举办的教师活动中， 工
会都会安排家务技能方面的培训
和竞赛， 以此来提高教师们的家
务水平。 今年 “三八” 妇女节，
工会组织开展了 “教师厨艺大比
拼” 竞赛， 经过比拼后， 一道道
美味佳肴展示在大家面前， 大家
在品尝美味佳肴之余， 也锻炼了
精湛的厨艺。 “几次比赛下来，
我的厨艺水平明显提高了， 现在
我做的菜家里人特别爱吃。” 20
岁出头的年轻女教师小李 （化
名）， 由于父母的娇生惯养， 之
前在家里从没做过家务， 但在这
里让她学会了家务活。 如今 “上
得课堂， 下得厨房” 的理念在高
井幼儿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进一步完善女工工作 ，
园所还专门成立了女职工部门，

负责园所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问
题。 哪位教师是什么性格、 哪位
教师还没结婚、 哪位教师没生孩
子、 哪位教师有家庭矛盾等， 每
一件与女职工工作生活相关的事
情都被纳入到工会的工作范畴。
每年以 “孕前知识” 和 “相夫教
子” 为主题的讲座都会如期在园
内举办。

教会徒弟不怕饿死师傅

幼儿园在大家的印象里， 更
多的被冠以 “高级托儿所” 的名
衔。 在过去， 帮家长带孩子、 哄
孩子吃饭、 哄孩子睡觉是我们对

幼儿园教师的第一印象， 但是随
着幼儿教育重要性不断被大家认
知， 如今的幼儿园教师再也不是
曾经的那个 “保姆” 了， 如何给
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课？ 将对他
们的人生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 随着幼教事业的不断发展，
更多的责任被赋予她们， 幼儿教
师正不断走向专业化。

在高井幼儿园， 对于教师素
质的要求大于一切。 “拜师” 是
园所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传
统， 每位新加入的教师都要拜老
教师为师， 向他们学习经验以便
更好地开展工作。

“虽说自己是学幼教毕业的，

但是实际工作和理论学习完全是
两回事 ， 刚开始接手工作的时
候 ， 还真是有些理不清头绪 。”
参加工作4年的陈兰 （化名）， 如
今已经成长为高井幼儿园的一名
骨干教师。 “医生当不好， 能要
一个人的命， 教师当不好能毁了
一代人。” 4年来这句话一直被陈
兰记在心里， 并时刻提醒自己。
不论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生活上
的事情， 只要陈兰遇到困难师傅
都会给予帮助。 说起自己的师傅
陈兰难掩心中的激动， “师傅真
的给我帮助很多， 大事小情都要
麻烦她， 我的成长离不开她的帮
助与支持。” 现如今， 陈兰的师
傅已经退居二线， 由一名教师，
变成了保育员， 主要负责孩子的
生活工作。 但是， 工作职能的转
变并没有影响到师徒二人的关
系， 直到现在陈兰在工作中遇到
什么问题依然会找师傅帮助。

老人带新人， 曾经的新人变
成老人继续带新人， 一代又一代
的师徒情， 见证了高井幼儿园教
师素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