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社区党建工作的第一年我就
开始记工作日记， 一直记到现在，
眼睛不太好使了我也坚持着没放
下。” 麦子店街道霞光里社区党建
指导员、 退休党员张淑敏翻阅着手
中的软皮记事本向记者说道。

现年已经72岁的张淑敏曾在北
京市总工会机关事务管理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退休。 2013年8月
顺利被聘 ， 成为社区的党建指导
员， 一直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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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公益事业捐款统一票据”，
2013年302元，2014年336元，2015年 304
元 ， 记录着老党员刘丹三年来所做
的慈善。

今年81岁的刘丹从北京市总工会
行政处退休，她刚退休时，每年单位的
支部生活会， 不论举行活动还是募捐，
她都积极参与。 近几年随着年龄大了，
身体虽然无恙， 但是体力有点跟不上，
加上住得离单位又远，她参加活动的次
数减少了。每次募捐活动她不能到场的
话，就请同事帮忙垫上。

“活动可以少参加， 但是募捐是一
定要做的。” 刘丹老人说：“党员不能只
喊口号，要做点实事。”2012年 ，刘丹老
人的儿子加入了一家非营利组织成立
的慈善基金会。刘丹的儿子经常参加慈
善义工活动， 在北京周边地区开展救
助、救学等，而且对于被捐助的对象，都
经过认真考察。

刘丹从儿子那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认为， 既然单位的募捐不方便参加，那
不如把钱捐给基金会也是一样的，只要
把钱捐给真正需要的人就行。 所以，从

2013年起，她就开始为基金会捐款。
基金会发起了 “一人一元” 的活

动 ， 就是提倡每天至少捐助一块钱 ，
“这就是让人每天想着做好事。” 于是，
刘丹每天在日记本上记下日期， 到年
底的时候数数自己记了多少天， 然后
把钱交 给 儿 子 ， 一 起 捐 给 基 金 会 。
“由于年龄大了， 有时难免忘记， 所以
连续三年来， 每年捐的钱是300多元，
没达到365元。” 刘丹说。 刘丹的爱人
也参加了募捐活动， “两人各记个的
账， 各捐个的款。 希望人人都能贡献
一份力量， 再微薄的力量也受欢迎。”
同时 ， 刘丹的姐姐和侄女看在眼里 ，
她们也加入了募捐活动。

刘丹用来记录的日记本封面写着
“努力做好每日一善”， 打开日记本，里
面字迹有些草，“因为年龄大了，手抖。”
即便如此，老人还是每天坚持记录。

虽然日记本上写着“努力做好每日

一善”，但刘丹是随时随地做好事。目前
她和爱人住在敬老院里，她从家里带来
一个循环气血机，并且把机器放在了健
身房里。同时，她把使用机器的注意事
项，按照说明书抄在纸上，贴在机器旁
边， 让住在这里的老人更方便的使用。
她还从家里带来很多保健的书，也放在
了图书馆里。还有订的《工会博览 》 《新
天地 》等杂志 ，她都放在图书馆里 ，
让大家一起 看 。 “作 为 一 名 党 员 ，就
是想只要能为大家随手做的，就应该去
做。”刘丹说。

对于住到敬老院，有些人不免心里
有疙瘩，尤其是刘丹的儿子一开始也非
常反对。“但是我们老两口喜欢 热 闹 ，
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 ， 很喜欢这
里。”刘丹说。看到父母每天都很开心，
儿子也就放心了。“儿子很孝顺，每周三
四天，下班就来看我们，陪我们聊天、看
电视。”

帮助流动党员找到组织
社区党建指导员的主要工作就是

寻找流动党员以便建立党支部，“公司
有3个或5个以上党员就可以建立支部，
党员人数较少的可建立联合支部。”但
是，寻找“流动党员”“口袋党员”的工作
并不轻松，需要解决各种问题。

张淑敏的管辖范围内包含一些涉
外单位，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给工作增
加难度和阻碍。有一次到一个大使馆的
办公室，在中国籍工作人员中寻找流动
党员，在交谈中，外籍人员开始向张淑
敏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产生雾霾
和燃放鞭炮有很大关系。“虽然党建指
导员的主要工作是寻找流动党员，但突
发情况处理不好是不可能进一步开展
工作的。”张淑敏解释说，燃放鞭炮是中
国老百姓的一种传统， 应正常看待。但
如果燃放鞭炮打扰到别人的正常工作
和生活，她可以帮助向有关部门反映。

通过交流，张淑敏取得了对方的好
感，使得工作得以进行，通过继续沟通，
发现了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一名年轻流
动党员。为此，张淑敏说，有时候，流动
党员就是这样聊天“聊”出来的。

“让流动党员找到组织、 有组织可
以依靠，这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于年
轻党员来讲，这有利于加强对他们的党
性教育，在工作中是能起到作用的。”张
淑敏激动地说：“我做这份工作不图什
么，就希望流动党员可以通过找到党组
织更好地工作。”

不能拿群众一分一毫
张淑敏告诉记者，她负责所属辖区

内18座商务楼宇中9座的党建及相关工
作，每一家公司都要跑，发放需要填写
的表格再收回来统计。记者在张淑敏家
中看到“党员登记表”“商务楼宇入住单
位情况登记表”“麦子店街道总工会单
身联谊活动报名表”等等诸如此类明目
繁多的表格。“高层商务楼宇虽然有电
梯，但我们党建指导员得一家一家地发
放相关资料和表格，所以只能一层一层
的爬楼。”张淑敏说。

记者了解到， 除了爱岗敬业的职
业精神，张淑敏“绝不占大家一点便宜”
的个人作风，使工作得以在群众中融洽
地进行。2014年， 张淑敏负责所辖区域
内楼宇一层的餐馆、商店等“六小门店”
的党建工作时， 共有170多家门店需要

统计流动党员人数，她和另一名工作人
员共登记统计了150多户，工作量很大。

�张淑敏说：“当时工作中和一些商
户关系比较好， 就有人要请我吃火锅
的、吃饭的，我说我不能要。有的人看天
气太热了给我送来鲜榨果汁，看我不喝
又给矿泉水，这我也不能要 ，在工作中
不能拿群众一分一毫。” 当时有员工给
同事们带来了家乡特产，也给张淑敏准
备了一份，虽盛情难却，张淑敏却想方
设法地推脱。张淑敏一方面秉承着这种
“执拗”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却乐于回
馈大家。去年端午节时，张淑敏包了100
多个粽子，送给邻里、同事和商户。“每
家七八个粽子，虽然不贵重，但这是家
的味道。”张淑敏说。

说起这些传递“温暖”的故事，张淑
敏认为都是在工作中应该做的。 采访
中， 记者也了解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
有一个外省女孩， 父母亲戚不在北京，
她想要生孩子但没什么人可以咨询，就
经常找张淑敏说说话，问问这方面的情
况，小孩子怎么照顾、附近有什么幼儿

园等等。张淑敏总是细心地告诉她。

希望一直做下去
记者了解到， 除了是党建指导员，

张淑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居民常务
代表”，并且已经担任了五届。张淑敏所
在小区楼下的两个小餐馆，营业时油烟
量大，给楼上的居民造成困扰。她就写
信给市政府反映情况，还和两个店家进
行交涉。在张淑敏看来，虽然不是每次
情况都被解决、 每个建议都能被采用，
但她每年都提建议、反映问题，只要有
益于广大居民，她就要说。

张淑敏同时作为楼门长，今年还打
算提出如何发挥楼门长积极作用的议
题。 张淑敏说：“作为居民常务代表，应
该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有时候上
面的人不是特别知道群众的反馈意见，
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会议上反映真实情
况，起到纽带作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 张淑敏是
奥运会志愿者， 带队值班时， 张淑敏
安排年纪大的志愿者就近值班， 自己
到相对较远的地方值班。 志愿者工作
是没有工资的， 当时天气炎热， 张淑
敏就自掏腰包给值班成员买冰棍。 而
当遇到向志愿者发放参观鸟巢、 森林
公园的免费门票这类事情时， 张淑敏
总是询问其他志愿者， 自己从未领免
费门票参观过。

除了记录工作日记，张淑敏还数次
在社区报上发表文章，报道社区军民的
好人好事。下雨天有人主动清理社区雨
箅子、捡到钱包、老党员多年来孝顺家
中老人……张淑敏说 ，“这些好人好事
都是自发的，很少有人注意到，我知道
了就写出来。”

当记者问及她今年已经72岁了，对
这项工作打算干到什么时候时？ 张淑
敏说： “我们党建指导员是一年一聘，
只要我能干得动， 聘我一年我就会继
续做下去。”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文/摄

庆庆祝祝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
成成立立九九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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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老党员刘丹:
每天捐一块钱为公益

张淑敏：
热心的党建指导员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