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工会人

把700个电话号码当“政绩”的工会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记昌平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工会副主席尚歆

□本报记者 阎义 文/摄

———记朝阳门街道总工会工会协管员董京生
迎难而上的工会协管员

在朝阳门街道工会系统，董
京生算是人人熟知。 他不仅年纪
大，而且见识广，懂的事情也多。
自从当上朝阳门街道总工会的工
会协管员之后，不论是企业老板、
职工，还是工会同行，都认识他。
这是因为，董京生跑企业勤、接触
职工多， 是出了名的迎难而上的
协管员。

董京生土生土长在朝阳门地
区。参加工作后，他先后在几家企
业工作过。生活阅历可以说颇多。

但他为了让儿子学好踢足
球， 只身在秦皇岛的中国足球训
练基地旁边，开了一家饭馆。

在开饭馆期间， 董京生认识
了现在中国足球界的一些名人。
“当时，他们还是孩子，经常到我
的饭馆吃饭。” 董京生告诉记者，
饭馆开了几年， 虽然没赚着什么

钱， 但是结交了不少朋友。“这些
都为我今后干工会协管员积累了
不少人脉。”他说。

随后，饭馆不开了，董京生又
回到北京闯荡了几年。 他说：“这
跟喝酒似得，苦中有乐，虽然酒是
辣的，但是回味起其中的滋味，却
感觉很是香甜。生活也是这样。”

三年前， 董京生应聘到朝阳
门街道总工会， 当上了一名普通
的工会协管员。 这份工作虽然辛
苦，常常需要跑断腿，张开嘴。但
是， 同事们在工作中经常的互相
帮助， 使他尝到了苦中有甜的味
道。他干起活儿，更加起劲。“同事
们都说我老董焕发了第二春。”董
京生打趣道。

街道工会里最难的事情要数
让企业建会。可是，对于董京生来
说，这还算不上是最艰难的事情。

董京生说：“以前在企业， 从来没
有听说过建会的事情， 因为企业
里有现成的工会。 到街道以后才
知道。”朝阳门街道年年都能超额
完成建会任务， 这与董京生的努
力有关。 该地区新建了一座大型
写字楼， 这座写字楼的建会问题
成为难点。董京生不信这个邪，只
身独闯写字楼。经过他的努力，这
座写字楼成立了楼宇工会联合
会。入驻这里的企业，也从不了解
工会到认识工会， 有什么事情就
找他。

更让董京生感觉畏难的事情
是工资集体协商。 对这位老同志
来说， 如何宣传工资集体协商就
是一个新问题。 他首先就要去做
企业老板的工作。“以前， 只知道
到时候拿工资， 根本没有听说过
工资还要协商。”董京生说。

接受这个任务后， 他立即学
习这门“新技术”，并且现学现卖。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职工工资随
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 职工人均
收入增长了，工作热情就会提高，
企业效益也会提高， 这是相辅相

成的事情，一举多得。”董京生对
一位非公企业老板说。 该街道辖
区的企业在他的宣传下， 纷纷加
入到工资集体协商的行列中。该
街道总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始终走在东城区前列。

“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 工
会的领导就好比这个大家庭的家
长。” 采访中， 昌平区委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工会副主席尚歆这
样定义他的工作， “为职工服好
务， 是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为了服务好职工， 尚歆手机里存
着700多个常用号码， 有礼堂的、
有商场的、 有文体器材中心的、
甚至还有租车行的。 他说： “不
为别的， 就为大家要办事， 找我
多多少少都能帮上忙， 对于一个
工会干部 ， 也许这也算作一种
‘政绩’ 吧！”

当兵时成绩优异
最终考取军校

尚歆家里姊妹多， 哥哥姐姐
都考上了大学。 因为小时候家里
条件不好， 为了让正在读书的另
一个姐姐和弟弟能继续求学， 尚
歆选择了当兵， 他去了北京军区
野战部队， 然后到了内蒙古当了
两年兵。

在内蒙古的两年， 条件特别
艰苦， 几乎什么苦都吃了。 “那
里资源匮乏， 什么都很缺， 连水
都不够吃。 800多人吃一口井的
水 ， 而且水质很差 ， 泥沙含量
高， 喝下去满嘴都是沙子。 每人
每天分一茶缸那么多的水， 洗了
脸就不够刷牙的。” 尚歆讲述当
兵时的艰苦条件。

除了资源缺乏， 训练也很艰
苦， 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早上和
晚上各拉练10公里。 尚歆是里面
成绩最好的， 训练动作标准， 成
绩优异， 常常帮助教官带兵。 但
是没念上大学一直是他心中的
痛。 后来， 他在部队中考取了军
校， 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走
进了南京工程兵学院的校门。

毕业后， 他被调到了总参某
部 ，排长 、连长 、营长 ，一路走过
来。 当了22年兵后，2009年转业来
到昌平区机关工委工会。

转业走上工会岗位一样踏实认真
当兵的历练也给了尚歆宝贵

的财富———能吃苦 ， 踏实肯干 。
熟悉部队的人都知道， “转业 ”
对于军官来说， 是 “转折期” 更
是 “困难期”。 刚开始， 面对全
新的工作岗位， 面对40多个下属
单位和5000多名工会会员， 尚歆
有些 “蒙圈”。

尚歆进入工作状态是从熟悉
机关工委会议通知登记表开始
的。 “作为一名工会干部， 如果
连单位都不熟悉， 工作肯定是开
展不好的。” 尚歆说。 于是， 他
把所管辖的42个基层工会 （小
组） 的基本情况逐一熟悉： 哪些
单位还没有组建工会， 哪些单位
的工会至今还没有换届， 哪些单
位的工会主席该改选或者该走替
补程序等等。 “情况清楚了， 开
展工作就顺畅多了。”

最开始， 有些单位不重视工
会， 根本不来开会， 尚歆就一次
次上门讲解， 最终让这些单位了
解了工会， 进而主动建会。

现在， 昌平区机关工委工会
工作开展得非常规范。 记者采访
时， 尚歆办公桌上正放着 “区气
象局更换工会主席 ” 的请示 ，
“各个单位变换工会主席和委员
等都要请示， 经过直属机关工委
工会这边批准， 非常规范。” 尚
歆说。

7年100场6000多人
参加文体活动

抓好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是
机关工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每次
组织文体活动， 尚歆都做得有板
有眼， 并且都有一份安全预案。
尚歆说： “既然投入时间和精力

了， 就争取让大家在活动中有所
收获、 确保安全。”

昌平地理环境优越， 区机关
工委也经常组织大家开展一些爬
山、 登长城、 健步走、 长跑等体
育运动 。 “参加活动的男女老
少、 体质各异， 万一不小心磕着
碰着了 ， 好事就变成了坏事 。”
每次组织户外活动前， 尚歆总是
不厌其烦地把路线熟悉两遍以
上， 在他认为需要提醒的区域放
上明显的标志或者派工作人员站
在旁边提醒， 还不忘随队带上急
救人员和必备的医疗器械和药
物， 以备不时之需。 目前， 经常
参加活动的单位已经发展到50多
个， 会员3000多人。 组织一次活
动的辛苦可想而知， 但是尚歆从
不畏惧。

健身 、 长走 、 爬山 、 唱红
歌、 演唱会、 书法、 绘画和摄影
等， 还有各种球类比赛， 7年来，
尚歆组织各类活动赛事100多场
次， 参加人数6000多人， 次次都
很圆满。 而且月月有活动， 季季
有高潮。

他还组织开展岗位练兵， 对
于各个单位本职工作成绩突出的
职工， 给予大力宣扬， 并给劳模
展示的机会， 让劳模给广大职工
做报告， 并为他们制作展板， 去
各个单位宣传， 造成了积极向上
的气氛。

努力付出， 就会受到肯定。
2013年， 昌平区机关工委获得国
家体育总局颁发的 “全国全民健
身活动优秀组织奖 ”， 2014年 ，
尚歆被授予 “昌平劳动奖章” 称
号， 2016年尚歆荣获 “首都劳动
奖章”。

职工满意就是
最大的幸福

尚歆很忙， 两部常用电话，
一个手机、 一个座机， 经常处于
占线状态， 办公室总是挤满来办

事的人， 就是下班回家， 电话也
经常响个不停。

尚歆的忙有些 “自找”。 搞
活动买奖品本来很简单， 打个电
话就给送， 但尚歆带着采购组人
员偏要到市场 “货比三家”； 工
会组织群众体检， 本来联系一家
医院就行， 尚歆偏偏联系几家同
等级别的医院， 然后让职工根据
自己的需要选择。

2014年， 昌平区总工会出台
政策要求机关工委系统工会会员
自愿办理工会 “京卡 ”。 当时 ，
机关工委系统下属50余家单位，
怕群众政策理解不到位， 尚歆一
家一家的登门讲政策、 做工作 。
虽然大部分群众都高高兴兴办了
卡，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抱着观望
的态度没办。 错过了集中办理时
间 ， 事后一些人后悔 ， 又要补
办。 尚歆没有一丝怨言， 想尽办
法陆续为大家补办了京卡。 2000
多张卡， 全办下来持续了将近一
年 半 时 间 。 不 久 后 ， 尚 歆 又
为 18家行管处开支单 位 500余
名 工 会 会 员 办 理 了 工 会 会 员
互助保险 。

另外，职工家里有红白喜事、
生老病死， 尚歆都要带领工会干
部去送温暖、帮扶。每个单位有二
三十名贫困职工， 一共五十多个
单位，可想尚歆的任务有多重。但
尚歆总说， 工会就是职工的娘家
人，为职工做好服务，就是我努力
的方向， 职工满意就是我最大的
幸福。

看着尚歆整天忙忙碌碌，身
边的朋友不时提醒：“快50岁的人
了， 别整天干些跑跑颠颠又不出
政绩的活 ， 该为自己考虑考虑
了。 ”每每听到这些，尚歆总是淡
然一笑，“现在我手机里有700多
个常用号码，什么礼堂、商场、文
体器材中心、租车行都有，大家要
办事 ， 找我多多少少都能帮上
忙。 ”尚歆轻轻拍了拍自己的手机
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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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