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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工会干部张为宁的助人故事

“老张， 快来看看我的自行车怎么
了。 是不是该抹点油了？” 在台基厂三
条一号院的大门口 ， 一位刚从早市上
回来的大妈， 推着自行车向门口的传
达室张望着问道。 只见， 一位上了年
纪的大爷应声从传达室走出来。 他先
是转转自行车的脚蹬， 然后又看看自
行车的先后车轮的车轴。 仔细地检查
完毕之后， 大爷开口说： “是该抹点
油了” ……

这位大爷， 这就是曾被评为北京
市总工会优秀党员的退休干部———张
为宁， 今年70岁了 ， 他是邻里之间津
津乐道的热心 “门长”。 自从有了张为
宁这个门长 ， 小区里不光环境美了 ，
而且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谐了。

在部队学会服务精神
至今一直未变

说起自己乐于助人的习惯 ， 张为
宁笑着说： “那可远了， 还得从当兵
时候说起。”

1965年 ， 张为宁离开了家乡 ， 来
到河北成了一名工程兵， 开启了他的
军人旅程。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 解
放前， 父亲靠打长工养家糊口。 后来，
我们分到了土地， 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所以我特别感谢党和毛主席。” 张为宁
说。 从那时起， 张为宁带着一颗感恩
的心， 一心想报效祖国。

在部队里， 他学习毛主席语录特
别用功， 和战友们讲团结， 抢修工程
从不怕苦不怕牺牲。 在5年的军旅生涯
里， 抢修了一段段的国家工程。

和平年代里能记三等功并不容易，
对于普通的工程兵更是如此， 但张为
宁做到了。 “ 那时候干活就像打仗一
样 ， 为了抢国防工程不能叫苦抱怨 。
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 基本上都
是人工作业。 在张为宁的印象里， 他
的肩膀常常因为抬石头而被勒出鲜红
的血印， 但是他却从未提出过休假。

除了和队友团结工作， 张为宁和
战友还一起为老百姓服务， 赢得了老
百姓的口碑。 张为宁回忆着说 ， “当
时部队走到哪就帮助到哪 ， 我们给
老百姓抬水啊 ， 修房子啊 ， 军民关
系特别好！”

就这样， 助人为乐无形中就成了

张为宁的一个习惯。 “看见有需要帮
忙的 ， 只是举手之劳 ， 何乐而不为
呢。” 张为宁笑着说。

五年的军旅生涯结束后 ， 张为宁
转业来到了北京市劳动工人文化宫后
勤部工作。 工作中， 张为宁事事都走
到最前面。 半年后， 张为宁就被提升
为 副 班 长 ， 他 骄 傲 地 告 诉 记 者 ，
“三年里 ， 我们班组每年都被评为先
进班组。”

1973年 ， 张为宁来到北京市总工
会，至2003退休，共30年的时间里，一直
在机关事务管理处， 负责后勤工作，基
本上每年都会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

大事小情不嫌烦
被聘为社区 “门长”

2003年 ， 张为宁退休被市总工会
返聘， 负责便民热线工作， 又继续工
作了6年。

6年之后， 也许你觉得现在张为宁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可闲不住的他
仍旧想 “发挥余热”。 正好这时社区居
委会想聘请张为宁为台基厂三条一号
院大门的“门长”，住在该院的张为宁二
话没说，欣然接受了。 最开始，传达室的
工作还不归张为宁负责。 “之前的人由
于嫌工资低，就不干了。 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我就接了下来。”

收发快递包裹、 信件 ， 把未取信
息写在黑板上提醒大家； 处理邻里矛
盾……慢慢地， 越来越多的街坊邻里
熟识并认可了这位乐于 “为人民服务”
的老党员。

一天， 早上五点钟 ， 张为宁就接
到了家住六门一位老邻居的求救电话：
“老张， 快来啊。 我爱人不行了。” 挂
了电话， 张为宁立马赶了过去。 原来，
这老两口都年纪大了， 儿子又在国外，
便有心留了张为宁的电话。 面对这次
意外事件， 老邻居第一时间拨通了张
为宁的电话。

“我赶到他家楼下的时候， 就清楚
地听见从三楼传来的老太太那浓重的
喘息声。 进了他们家， 我发现老太太
在厕所犯病， 脑袋抬不起来， 卡气了。
他家老头已经90多岁了， 根本抬不动
她。” 张为宁说： “我使劲把老太太从
地上扶起来， 把头帮她扶正， 气儿马

上缓过来了。 之后到医院及时抢救了
过来， 要是晚了的话就出大事了。” 张
为宁觉得这是人家信得过他， 才留他
的电话， 能帮上忙张为宁就很满足了。

张为宁还化解了不少邻里间的小
矛盾。 “前两年的时候， 有邻居跟我
说楼上住户孩子吵闹的声音很大 ， 闹
得他每晚睡不着觉 。 他们自己没解
决好这个事情 ， 而且邻里间也心存
了芥蒂。” 于是张为宁便出动调解， 没
过多久问题就解决了， 邻里关系和好
如初。

多年来，张为宁多次被社区评为先
进“门长”，2015年还获得了东城区尊老
爱幼奖。“荣誉不重要，大家都好才是真
的好。”对此，张为宁笑着说。

既是社区的 “花翁”
又是邻里的 “美发师”

走进台基厂三条一号院 ， 你会发
现， 门口虽然地方不大， 绿植却不少。
绿化带里月季开的正盛 。 收发室外 ，
通向车棚子的路两旁， 整整齐齐地摆
放着各种品类的花卉， 看着被打理得
干干净净的绿色植物， 心情自然好起
来。 这些花花草草， 更值得说一说了。
“这一百多盆花， 只有几盆是我的， 其
他都是我们小区住户的。”

张为宁指着眼前种满花的绿化带
说， “这块是我自主开发出来的绿化
带， 之前土里面都是沙石， 我全给筛
出来了， 开辟出了一小块绿化带。” 但
绿化需要的花种、 肥料等等材料， 张
为宁只能自己想办法。 甚至去外地玩
的时 候 ， 也 不 忘 带 点 花 种 子 回 来 。
“现在三季有花， 人人都说好。 大家高
高兴兴的， 我也高兴。” 就连肥料， 张
大爷也是自己找一些食堂做完豆腐剩
下的豆渣， 来沤肥。

而传达室外的100多盆花， 都是大
家看张为宁特别会管理花， 专门放在
这里让张为宁帮忙照顾的。 “冬天的
时候 ， 大家都会搬回去 。 春天来了 ，
再把花搬出来 。 我定期给花浇浇水 、
施施肥， 把大家的花管好。 虽然累点，
却可以让大家生活的和谐些， 我也不
图别的。” 经过张为宁养的花都是枝繁
叶茂， 人见人爱。

除了会养花之外， 张为宁还有一

门手艺， 那就是理发。 如今， 小区里
的好多男同志、 女同志， 八九十岁老
人 、 年轻人都享受过张为宁的服务 。
说起学习理发， 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
“80年代的时候， 有一次住院 ， 同屋
的病友恰巧就是位理发师 。 没事的
时候 ， 他就给大家理发 ， 我当时就
很感兴趣 ， 没事就老看 ， 慢慢也学
会 了 。 ” 后来 ， 张为宁就专门买了一
套工具给大家理发。

从那时起张为宁一直干到了现在，
院里有的老年人活动不方便， 他还会
提供上门服务。

年轻时落下病根
坚持服务社区居民

“他这人热心， 遇到事就要管， 一
直想为大家做事。 但他腿不好啊， 有
时候累着了上下楼都费劲， 走哪都要
扶着哪。 才刚70岁， 动作却像八九十
岁的人 。” 张为宁的老伴儿董阿姨颇
感心疼地说。

谈 到 腿 疼 ， 张 为 宁 告 诉 记 者 ，
“年轻时， 当工程兵去挖桥洞。 当时大
冬天零下十几度， 挖到十几米的时候，
水就涨上来了。 十几个水泵抽水， 但
水还是没过了小 腿 ， 灌 进 靴 子 里 。
年轻时感觉没什么事 ， 到了四十几
岁时腿开始发胀不灵活了 。 我也到
医院针灸治疗过一年， 但一直没治好。
现在坐的时间一长， 腿就会发麻。” 董
阿姨有些嗔怪道， “他整天在外忙活
了， 进屋就是只吃个饭， 家务活都没
力气干。 前几天的微波炉， 还是我抱
上楼的呢。”

董阿姨担心的是张为宁的身体 。
张为宁腿不舒服， 传达室零碎的活儿
也不少。 就拿午休来说吧，有时好不容
易睡着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 “我让
他回屋睡觉他也不听，他就是怕给别人
误了事，我真是没办法。 我让他别样样
都管，做好份内的工作就好了，我说多
了他还不高兴。 ”张为宁听着老伴儿的
话，一脸微笑， “当兵时的那一套———
为人民服务， 他一直记着。”

“你别说了 。” 张为宁转过脸去 ，
小声说， “没她我也不行。” 接着走出
传达室， 拿起地上的水浇起了传达室
外绽放得娇艳的花。

社区“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