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关注】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 张晶│２０16年 4月 25日·星期一

□本报记者 边磊 闵丹 刘欣欣/文 周世杰/摄

爱心驿站要让职工“找得到、敢进去”
这几天， 一段快递小哥被打的视频引起社会对户外劳动者的关注。 有网友说： “快递小哥作为服务行业的一员， 每天骑着车送货， 风吹日

晒、 风雨无阻， 挣的都是辛苦钱。” 其实， 和快递小哥一样辛苦的户外作业人员还有很多， 比如环卫工人、 出租车驾驶员、 交通警察……如何
服务这些职工， 工会进行了有益探索。 近日， 市总工会全面推进 “爱心驿站” 建设， 352家工会服务站和17家区职工服务中心推出了为户外劳动
者提供 “歇脚地” 的服务项目。

“这个休息点太好了， 我们
再也不用蹲在路边吃饭了。 冬天
能进来暖暖身子， 夏天能进来乘
凉， 太合我们心意了。” 正在八
里庄爱心驿站吃午饭的社区巡警
张力笑着对记者说。

也有的哥对爱心驿站提出了
期望： “停车的地方要是更方便
一点就好了， 要是为了打杯水上
个厕所而被罚了款， 那就不值当
了。”

在采访中 ， 包括环卫 、 保
洁、 保安、 的哥、 快递员在内的
许多行业职工， 并不了解北京市
总工会已经全面铺开这项工作，
有不少受访的职工提议， 爱心驿
站建成后， 可在门口放个明显的
指示牌， 让他们比较容易找到，

并且敢进去。
还有职工提出， 能不能早上

把带的饭放到爱心驿站， 中午人
再过来加热。 这些都是在建成后
使用中， 爱心驿站有可能面临的
问题。

市总工会制定并下发 《关于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的工作
方案》 后， 全市各区县已经陆续
投入开展这项工作。 虽然率先投
用的朝阳区各街乡爱心驿站得到
了户外劳动者的好评， 但记者在
走访中也发现， 一些爱心驿站在
硬件配置方面十分完善， 但由于
种种原因， 真正进入驿站休息的
户外劳动者很少 。 记者也了解
到， 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研， 希
望对此进行改善。

工会敞开门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地”

今年初， 全总下发通知， 要
求在有条件的县级以上工会组织
和乡镇 （园区） 建立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 其功能主要围绕保
障 和 改 善 户 外 劳 动 者 的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 重 点 解 决 饮 水 、
就 餐 、 如 厕 和 休 息 等 实 际 问
题 ， 基本设施设备应包括卫生
间、 桌椅、 饮水机、 微波炉、 应
急 医 药 箱 等 。 全 总 还 要 求 服
务 站 点 应 本 着 利 于 户 外 劳 动
者工作 、 生活的原则 ， 在户外
劳动者相对集中的城区进行科学
规划 、 合理选址 ， 尽量临街靠
路、 标示鲜明， 确保户外劳动者
能在较短时间内到达服务站点。
同时，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大力
发动学校、 银行、 医院、 酒店、
连锁超市等爱心企事业参与， 共
同建设服务站点。

目前， 全国已有许多地方工
会依托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站点
和社会力量， 建立了一批 “爱心
驿站 ”、 “户外劳动者歇脚点 ”
等设施， 更好地为户外劳动者服
务。

今年3月， 北京市总工会制
定并下发了 《关于户外劳动者服
务站点建设的工作方案》， 这标
志着全市的352家工会服务站和
17家区职工服务中心将成为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的 “主阵地 ”，
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 出租车
驾驶员、 交通警察、 快递员和城
管协管员等所有户外劳动者。 这
369家服务站点将充分整合辖区
资源， 配齐基本设施， 满足户外
劳动者就餐、 饮水、 如厕、 休息
等基本需要。 此外， 有条件的服
务站点还将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小型会议、 培训、 图书阅览等
服务。

为了帮助户外劳动者更便捷
地找到服务站点 ， 目前 ， 北京
12351职工服务网站和 “北京工
会12351” 手机APP上已可以查
询全市的工会服务站站点的详细
地址、 电话， 方便职工就近享受
服务。 记者从市总基层指导部获
悉， “户外劳动者小憩服务” 服
务项目已经搭载至三级服务体系
平台 ， 369家 服 务 站 点 不 分 户
外 劳 动 者 是 否 加 入 工 会 和 会
员会籍关系 ， 全部免费提供饮
水 、 加热食品和如厕等基本服
务。 进入服务站点的户外劳动者
可通过北京工会12351手机APP
扫描 “户外劳动者小憩服务” 二
维码， 参与对本服务站点服务的
评价。

发展方向：

户外劳动者不论是否入会均可到站点享受服务

实地探访：

爱心驿站硬件设施齐全但使用者寥寥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总工会是
本市第一家建成爱心驿站的基层
工会。

在街道领导的支持下， 朝阳
区八里庄街道总工会今年年初便
开始着手准备爱心驿站的相关工
作。 很快， 冰箱、 微波炉、 饮水
机、 电视、 床等设施全部到位，
第一个爱心驿站就在街道总工会
的服务站内建设起来了。

“我们把会议室作为开放空
间， 职工不仅可以在这里吃饭、
喝水 ， 还可以看书 、 看报 。 此
外， 我们还腾出一间屋子， 摆了
一张床， 累了的职工可以在这里
躺一会， 歇歇腿。” 八里庄街道
总工会工作人员王洋告诉记者。

硬件设施有了， 下一步就是
宣传出去。 八里庄街道总工会通

过4个QQ群 ， 以及微信公众号
积极推广， 力争让更多的职工知
道他们身边有这么个地方。

3月15日 ， 一切准备就绪 。
50平方米的空间， 户外工作者可
以完全免费使用。 为了提供更精
准的服务， 街道总工会不仅设立
了爱心驿站的工作章程， 还设立
了一个签字表。 “我们会对所有
来的人进行统计， 看看他们是做
什么工作的， 方便我们未来进一
步调整改进工作。” 王洋说， 爱
心驿站开门一个月的时间， 进门
享受服务的有30人次。 通过统计
可以看出， 目前， 环卫、 保洁和
安保人员来的次数最多。

“我们也在不断思考， 如何
吸引来更多户外工作者。” 八里
庄街道工会主席茹丹凤告诉记

者， 他们计划着开辟第二个爱心
驿站， 希望在朝阳路上选择一个
地点， 让职工来驿站更加方便。

同样地处城市中心位置的建
外街道总工会， 作为第一批朝阳
区试点， 也开展了爱心驿站的工
作。 “我们挂上了牌子， 配置了
微波炉 、 饮水机等硬件设施 。”
建外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
说， 已经有十多名户外工作者使
用过爱心驿站。

有一次， 一名出租车司机急
着找卫生间， 看到了爱心驿站的
牌子， 就误打误撞地走进了服务
站。 “听说他把车停在了路边，
我们还特意把服务站门前的区域
腾了出来， 让他停车。 这样他能
踏踏实实地喝口水， 休息一下。”
工作人员介绍道。

参考样板：

不仅硬件要到位 服务也得跟上来

宗建武是北京邮政东城区分
公司东单投递部的一名投递员，
中午1： 40才投递回来的他， 吃
过饭后， 就 “猫” 进了投递部为
大家准备的休息室， 准备小憩一
下 ， 确保下午能精力充沛地出
发。

“我们的职工工作时间不规
律， 报纸什么时候出， 他们就什
么时候出发， 现在又加上快递包
裹投递， 工作时间就更不固定
了 。 ” 东单投递部主任王维维
说 ， “工作性质决定了许多户外
劳动者午休时间无处可去， 为此，
我们在建设职工小家时， 特意将
这个问题考虑了进来， 为职工
提供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

记者看到， 在位于正义路的
东单投递部， 职工小家中不但有
微波炉、 电视、 冰箱、 冰柜， 还
特意为投递员安排了一间摆放着
两张上下铺的休息室， 供投递员
轮流使用。 除此之外， 工会还为
投递员准备了容量达7公斤的洗

衣机和一间淋浴室。 “夏天， 将
汗湿的衣服扔进洗衣机， 再冲个
凉， 换上干净的衣服， 回家就可
以直接休息了。 冬天， 这个大洗
衣机可以直接洗大衣 ， 特别方
便。” 东城区分公司工会干部陈
超说。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 职工小
家中最让投递员满意的， 竟然是
厕所干净。

“厕所以前也有， 但是没这
么干净， 现在不仅重新进行了装
修， 还专门派人打扫， 啥时候去
都是干干净净的。” 投递员魏惠
琴说。

硬件到位了， 软件也得同时
跟上， 这是东城区邮电局职工小
家建设的体会之一。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工
会向户外劳动者敞开大门， 是件
特别让人感动的事儿。 在硬件到
位的情况下 ， 服务也同样要跟
进， 让每一位来这里的职工感觉
到舒适、 惬意。

职工声音：

设置指示牌让人“找得到、敢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