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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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需求上课 不让培训流于形式
石景山开设“民企学堂”

“我一年到头都在工地上挣
钱养家， 膝盖都耗成老毛病了，
但一直舍不得瞧病， 这回诊所开
到了家门口， 不用花一分钱， 用
什么药一清二楚 ， 真是感谢医
生， 感谢项目部！” 农民工老高
手拿着药单， 高兴得合不拢嘴。

近日， 包括老高在内的三百
多名农民工和项目部职工都在
“家门口” 完成了健康义诊。 北
京铁建公司第一项目部承建的北
京市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 （S1
线） 西段工程位于门头沟区， 工
地周边生活环境不完善， 离医院
较远。 加之施工单位的特殊性，
一线施工人员忙于工作， 身体有
些小毛病能忍则忍， 积劳成疾的
事例也时有发生。 北京铁建公司

第十一项目部针对这一情况， 积
极联系健康、 医疗等相关单位，
几经协调， 邀请到中医治未病中
心高级诊疗师进驻项目部进行义
诊 ， 在不影响施工生产的情况
下， 分批为项目部员工及农民工
朋友开展义诊活动。

此次义诊开设了健康养生课
堂讲座， 全面为大家普及健康的
重要性， 及让大家及时了解身体
信号。 在义诊过程中， 医师们针
对施工单位工作性质， 重点对有
颈椎病， 脂肪肝、 腰腿疼、 关节
炎等职业病进行诊疗， 用磁疗仪
器、 推拿、 针灸等方式缓解了职
工身体不适， 并指导职工们掌握
了一套推拿操， 进行日常护理。
对于在诊疗中查出疾病隐患的职

工， 项目部敦促其尽快就医。 义
诊过程中， 员工们井然有序， 逐
一就自己身体出现的问题向医生
询问。

关爱员工从健康开始， 此次
义诊不仅让员工们掌握了健康防
病知识， 更让大家对自己的身体
状况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 本次
活动是第十一项目部关爱员工的
一个侧影， 从义诊到日常生活用
品发放， 从文娱活动设施建设到
员工思想调查分析， 从 “农民工
家文化” 到 “书记信箱”， 通过
一系列 “家文化” 建设， 让每一
位职工和农民工兄弟虽远离家乡
却感受到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从而以健康的体魄和昂扬的斗志
投入到生产工作中去。

公交客八分公司第十八车队

职工轻触屏幕即可查询工资

■他山之石

一张工会卡将可玩遍厦门
今后， 厦门职工凭工会卡可

在厦门更多景点、 酒店享受优惠。
近日， 厦门市首届旅游金融

互联网战略合作交流会在集美召
开。 会上， 市旅游局与工会签订
以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为主题
的厦门一日游工会卡联谊方案。

据了解， 厦门市现有工会会
员服务卡87万张， 今年预计增长
至120万张。 此前，凭工会卡可在
厦门景点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

580优惠网是 “厦门一日游
工会卡联谊方案” 的合作方， 近
年来与市总工会合作为厦门职工
推出了多种优惠活动 ， 如双龙
潭、 集美诚毅科技探索中心等单
景点99元一日游套餐。

本次联谊方案签订后 ， 580
优惠网覆盖的厦门景点和酒店将
增加到200多家， 会有更多景点
纳入一日游活动中。 此外， 还将
推出588元十个景点套票等旅游

产品线路。
交流会上 ， 580优惠网还与

多家银行、 景区、 酒店签订了旅
游战略合作协议。

2015年， 厦门市旅游总收入
首次突破800亿元大关 ， 入境游
客、 国际外汇收入等主要旅游经
济指标继续保持全国重点旅游城
市和副省级城市前列。

厦门市旅游局副局长张国良
表示， 想大力推动厦门的旅游经
济发展， 就需要把握 “旅游＋互
联网” 的大趋势。 “现在是我国
旅游和互联网大变革的关键时
期 ， ‘互联网＋旅游＋金融 ’ 的
合作形式对于推动厦门本地的三
个行业都有很大好处。” 张国良
说， 交流会的目的就是搭建旅游
业、 金融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平
台， 增进各大景区、 旅游饭店、
银行间的合作战略， 推出一系列
旅游精品路线。 （据工人日报）

“现在， 只要到核算中心窗
口申请报账， 经费马上就能审批
使用， 不跑冤枉路， 真是方便多
了。” 在湖北襄阳， 说起设立工
会经费集中核算中心的好处， 基
层工会干部都赞不绝口。

针对基层工会经费少、 兼职
干部多、 业务知识欠缺、 经费管
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从2014年
开始， 襄阳市总工会以县级工会
职工服务中心为依托， 设立基层
工会经费集中核算服务中心， 将
基层工会经费全部纳入代管范
围， 将报账、 审核、 结算业务全
部下放到窗口办理。 目前， 全市
8个县 （市） 区工会全部建起经
费核算服务中心， 基层工会经费
代管率达 95% ， 业务办结率达
100%。 这正是襄阳市总去 “机
关化” 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介绍， 襄阳市总去 “机关
化” 不仅体现在工会经费集中核
算上， 还积极推动职工服务体系
建设向纵深发展， 全市乡镇 （街
道）、 社区和规模企业职工服务
中心 （站点） 建成率均达70%以
上， 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 “十

分钟职工服务圈”。 同时， 全面
推行集中服务、 代办服务、 预约
服务、 上门服务、 志愿服务， 把
为职工办事时间延伸到8小时以
外。

在去 “机关化” 过程中， 襄
阳市总开展了 “四讲四强” 主题
活动， 要求每名工会干部至少联
系3家企业， 结对帮扶两户困难
职工， 每年三分之二时间在基层
开展工作， 机关每天保留30%的
干部保障日常工作和窗口服务正
常开展 ， 其余干部全部走出机
关， 下基层、 进班组、 访职工。
“虽然比较辛苦， 但与职工在一
起时， 可以感觉到我们跟职工的
心贴得更近了， 值得！” 市总工
会副主席张耀辉说。 仅去年， 市
总就为职工办实事好事1.5万余
件， 惠及职工8万人次。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席章杰表示， 市总正加快职工
在线服务平台建设， 改版工会网
站， 设立普惠服务、 职工维权、
帮扶救助等网上服务窗口， 打造
网上网下深度融合、 互联互动的
工作新窗口。 （据工人日报）

襄阳市总干部每年大半时间下基层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
下， 政策支持和智力支持对企业
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 石景
山区在工商联会员企业中开办了
“民企学堂”， 为非公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获取急需的政策信息、
法律知识、 管理经验搭建平台。
“民企学堂” 啥样？ 开办效果如
何？

近年来，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 石景山区非公经
济规模已达6万家左右， 这其中
小微企业又占到相当数量。 如何
围绕小微企业的需求做好服务，
成了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 “重要
课题”。 区工商联在企业走访中
就发现， 小微企业专注于主业经
营， 在争取政策支持、 理解法规
条文、 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上规模
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为此， 石景
山区工商联开设了 “民企学堂”，
定期邀请来自政府部门、 高校、
法律专业等单位的专家、 讲师，
为这些企业的经营者答疑解惑。

“我们培训的内容都是根据
企业的需求 ‘定制’ 的， 企业点

什么餐， 我们就上什么菜， 决不
让培训流于形式。” 石景山区工
商联工作人员介绍说， 在前期调
查阶段， 工作人员就向企业发出
问卷， 征询企业对培训内容的真
实需求。 通过反馈上来的意见，
发现涉及人力资源、 劳动争议、
风险防控等法律方面的内容最受
这类企业关注， 为此， 工商联有
针对性的邀请专业法律人士， 开
展了中小企业劳动用工典型法律
风险防范、 民间借贷日常实务操
作法律风险方面的培训。

一些企业经营者参加完培训
表示， 以往最怕和雇员发生劳动
争议， 由于对法规政策理解不透
彻， 明明企业有理的事， 到了劳
动部门却败诉了， 十次仲裁企业
败诉九次， 经营者的创业积极性
深受打击。 通过法律培训， 让我
们心中豁然开朗， 原来法律不仅
保护劳动者， 也保护经营者， 今
后企业在面对劳动争议时也有了
“招架之力”。

记者了解到 ， 今年前四个
月 ， “民企学堂 ” 已举办了两

场。 董雪是石景山区一家互联网
企业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最
吸引自己的还是政策培训内容，
每次都会聘请相关专家对当前经
济形势、 国家对于非公企业的最
新政策进行深入分析， 身为企业
经营者平时极少有机会听到这么
专业的讲解， 精准地搭上国家政
策和经济趋势的脉， 企业才能获
得更多盈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类培训太有必要了。

“民企学堂创办之初 ， 只有
几十家企业参与， 现在培训通知
一发出 ， 就有几百多家企业报
名， 以前半天的培训， 现在也安
排到满满一整天 ， 足见企业对
‘民企学堂’ 的认可程度。 还有
一些非工商联会员企业也积极要
求参加培训， 对此， 我们也来者
不拒。” 石景山区工商联工作人
员自豪地说。

据了解 ， 目前参加 “民企
学堂” 培训的非公经济人士累计
达千余人次， 今年， 石景山区将
推动这个培训项目品牌化， 让更
多非公企业从中受益。

300农民工“家门口”享健康义诊
北京铁建公司第一项目部

纸质的工资单不见了， 职工
只需轻点电视屏幕， 便可以查看
到工资明细……从这个月开始，
公交客八分公司第十八车队的休
息室中， 来了个 “新伙伴” ———
触屏查询机。 “小家伙” 的个头
不大， 但发挥的作用却不小， 它
的到来让纸质公示表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

个人工资、 出勤、 公里完成
……当职工触摸查询机的屏幕，
就可以自主完成各种查询工作。
据了解， 为尽快让职工使用上查
询机， 车队工会、 统计等专业的
岗位人员， 对各类统计表格进行
了重新设计和导入。 表格排列整
齐清晰， 能放大缩小， 查询起来

很方便。 车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查询机的设置不仅减少了纸张使

用， 节约了办公成本， 还有效改
善了 “乱张贴” 现象。

□通讯员 曹颖 冯远征

□本报记者 盛丽/文 通讯员 刘震/摄

互联网+实现快速精准帮扶

不久前， 一条题为 《年过半
百的父亲， 主动脉三处支架手术
让整个家庭陷入沉重负担》 的众
筹消息， 在朋友圈引起众多中建
系统同事的关注。

消息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苏宏
的一线管理人员， 他来自中建二
局一公司上海分公司义乌万达项
目。

3月14日， 苏宏的父亲突发
重症， 在生死较量间， 巨额的医
疗费用让苏宏一家人陷入了困
境。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婴儿， 一
边是父亲昂贵的手术费、 药费及
治疗费， 家庭的所有担子落在他
一个人肩上， 让他不堪重负。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经由
热心同事的推荐， 苏宏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 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了
众筹， 消息一发出， 就引起了公
司、 分公司、 各项目和其它兄弟

单位同事的密切关注和踊跃帮
助， 通过微信朋友圈快速的传播
力， 很快得到了各方热心人士的
响应。 大家纷纷献爱心， 不断转
发扩散。

众筹第一天便迅速筹集了过
万元 ， 短短几天共收到29446元
的爱心助款， 此外， 苏宏以及苏
宏父亲所工作的上海分公司浙江
片区联合党支部、 江苏片区项目
联合党支部等也在得知消息的第
一时间发起号召 ， 募得一万余
元， 并由项目书记送到苏宏家人
手中。

此次捐助使苏宏一家人走入
了更多人的视线， 让大家在第一
时间快捷无阻地将自己的爱心和
鼓励传递给他们， 同事的热心、
朋友的关爱、 陌生人的帮助， 互
联网+的平台使大家紧密联系在
一起， 实现了快速精准帮扶。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孙迪

中建二局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