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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春 李晓玲李颖徐聚民

（2016年8月第3周）

“扶”起人心的村官 为人民服务可以无限 捐资助学不忘初心 于细微处见精神
王春财， 男， 1960年11月出

生， 平谷区金海湖镇郭家屯防火
瞭望员。

王春财常年在山上瞭望几百
平方公里， 春节烟花四起之时责
任更重， 15年练就了火眼金睛。
有一年在重点防火期内， 因他发现
火情通报及时仅四小时就把山火扑
灭； 尚未休息又发现将会形成大面
积山火的青白烟， 后被迅速扑灭还
解救了肇事者。 他也曾为河北地
界报火警， 减少了林木损失。

徐聚民， 男 ， 1993年1月出
生 ， 门 头 沟 区 水 峪 嘴 村 大 学
生村官。

2015年12月1日傍晚徐聚民
与朋友驱车途中， 发现前方有人
受伤昏迷地面到处是血。

为防止被后车碾压， 考取过
救援证的他小心将伤者移至路
边， 二人迅速报警， 使伤者得到
及时救助。 此事在 “共产党员”
等公众号报道后诸多网友留言点
赞， 称他们 “‘扶’ 起了人心”。

李颖， 女， 1974年3月出生，
东城区东四七条居民。

因分娩时视力受损， 李颖近
乎盲人。 2002年她学习按摩开办
“志坚坊按摩店”， 2008年起她义
务为奥运志愿者按摩并创立 “京
城小雷锋志愿者团队”， 每周六
上午为行人指路按摩义诊等八年
风雨无阻； 还为贫困生募捐款项
达21万余元。 近几年她与京东网
合作， 每年为残疾人安排几十个
岗位。

张一春，男，1973年5月出生，
中商惠民（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

从工薪族开始， 张一春就捐
资助学 ，2014年创业时他确立了
“惠生活益民生” 的使命追求，在
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依然为武警特
警优抚项目捐款10万元。 2015年
为青海循化县岗察乡小学雪中送
炭，解决学生取暖问题；2016年他
与友人发起成立关爱留守儿童慈
善家委员会，首批已捐赠150万元。

李晓玲 ， 女 ， 1975年2月出
生， 八方达公交公司967路售票员。

做售票员15年来， 李晓玲始
终把乘客当做家人。 老幼病残孕
她搀上扶下； 怕上班族迟到她提
醒司机师傅等候； 对外地乘客她
耐心指路提醒下车； 晕车的递上
塑料袋、 发牢骚的她先道歉； 还
准备了装有各种报刊地图的收纳
袋 。 获得诸多荣誉的她同样爱
家 ， 还是 “丰 台 区 花 乡 十 佳
儿媳”。

王春财
守住美丽北京那片绿

专题【人物】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刘红颖│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6年 8月 1８日·星期四

崔跃的环卫情结
□本报记者 阎义 文/摄

初中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掏粪工人，一干就是35年；1981年，在全国劳
模代表座谈会上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退休后，仍舍不下环卫这份情，白
手起家创办了一家保洁公司———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5年，
但崔跃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
情景。 1981年4月29日 ， 在全国
劳模代表座谈会上， 邓小平接见
了他 。 面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 崔跃说出了那句令他终身难
忘的话： “我要当一辈子环卫工
人。”

35年过去了， 崔跃一直坚守
着这个承诺。 他说： “不管什么
时候， 这个承诺都不能改变。”

1971年， 崔跃初中毕业后被
分配到当时的东城区城建管理局
清洁队， 成为了一名掏粪工人 。
这期间， 由于他努力工作， 曾经
获得过北京市特级劳动模范、 全
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等称号， 还
担任过中共 “十二大” 代表、 中
华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行委员、
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45年过去了， 崔跃依然活跃
在环卫岗位上， 因为他始终没有
忘记那句承诺。

有求必应，
不分分内分外

2003年 ， 崔跃从工作32年
的东城区环卫局退休了 。 退休
后， 崔跃并没有闲下来， 创办了
北京环连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在公司成立第一天的大会上， 他
对职工们说： “我们要发扬 ‘宁
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 ‘时
传祥精神’， 不计回报为居民提
供优质的服务。”

公司成立13年来， 崔跃没有
在家里度过一个春节 。 每年除
夕， 他都要和没有回家的职工一

起吃年夜饭。 初一凌晨一点半，
崔跃带领放弃与家人团圆的职工
走出温暖的小屋， 冒着凛冽的寒
风， 拿着扫帚走进大街小巷， 在
昏暗的灯光下， 清扫着鞭炮屑。
崔跃说：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我
们早已习以为常 。” 粗略统计 ，
崔跃的公司所管辖的7个街道和

几十个小巷， 每年要清扫鞭炮屑
有10吨左右。

崔跃记得， 在2012年的春节
期间， 东城区本司胡同38号院的
自来水管道出了问题， 需要刨开
路面进行维修。 然而， 道路施工
人员都回家过年了， 到哪里找人
呢？ 这时， 居民们想到了崔跃。

崔跃说： “我们应该负责居
民院外的保洁， 并不应该管居民
院内的事情 ， 尤其是自来水管
道。 可是居民找到我们， 我们就
应该管。” 他记得， 当时， 管道
埋得很深， 土地冰冻。 一镐砸下
去只能看见一个点。 职工从早上
8点一直干到下午6点多， 崔跃和
职工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终于疏
通了自来水管道的问题， 也让堵
居民心里的疙瘩疏通了。

这种 “分外事”， 崔跃和他
的员工干了可不少 。 崔跃说 ：
“都是街坊邻里， 互帮互助是应
该的。 为居民服务是第一位的，
这是我们公司一直践行的理念。”
至于分内的事 ， 那就不用细说
了。 不过， 需要说明一点， 他们
现在还说不上 “现代化”。 如果
您看到开着清洁车扫马路的， 那
不是他们， 他们大多是背着垃圾
桶 、 拿着扫帚 ， 专扫路窄 、 人
多、 不好扫的地方。

保证职工安全，
是头等大事

说起环卫工作， 确实没有什
么技术含量， 但稍不注意也会出
现问题。 崔跃说：“疏通下水道是
最简单的工作。 但经常发生职工
沼气中毒的死亡事故。再说，扫马
路，瞧着简单，不怕脏、不怕累就
行，其实不然。 现在的马路，真是
车来车往， 川流不息。 在这些车
里，什么样的司机都有？保不齐有
个司机不留神，出个车祸，殃及正
在扫马路的职工！ ”

因此， 横在崔跃心里的头等
大事就是千方百计保证职工的安
全。 更何况， 他公司里的职工绝
大多数来自农村， 不熟悉城市的
道路情况。 所以， 崔跃经常把自
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教给他们。

另外， 在给职工安排工作之
前， 首先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性
格特点， 让合适的人在适合的路
段工作。 分好了路段之后， 还要
带着他们走一遍路线， 边走边讲
这段路的情况和注意事项， 尽可
能防患于未然。

发挥工会作用，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公司里只有几个职工有北京

户口 ， 其余的都是外来务工人
员 ， 他们来自贫困地区 。 崔跃
说： “我们不仅为北京市的环境
卫生做出贡献， 也为贫困地区的
就业做了贡献， 而他们也为北京
市的环境卫生出了力。 虽然他们
来自贫困地区， 但是我们也要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为此 ， 公司支持组建了工
会。 崔跃说： “当街道总工会提
出要公司组建工会时， 我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 这是有效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的途径之一。”

起初， 职工对工会组织并不
了解。 “工会是干什么的？ 还要
交会费？” 等等疑问在职工中此
起彼伏。

崔跃就给他们解释， 工会是
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权益的维护
者。 工会可以给他们维权， 最终
保障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增
强他们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 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协商工资，
职工离职的减少了

崔跃说： “工资集体协商对
于企业和职工都有益， 我十分赞
同这项工作 。 工资对于一位职
工、 一个家庭都很重要， 所以尽
可能把工资水平搞得高一点。”

怎样提高呢？ 他没有自己说
了算， 而是把经过仔细测算后的
公司收支情况， 原原本本地交给
公司工会， 然后按照工资集体协
商制度进行协商。

工会经过调研， 专门召开了
多个层次的座谈会议， 把公司经
营情况向职工讲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 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和
建议。职工对公司的家底了解了，
对工资的期望值也就比较符合实
际了。通过协商，职工们更加明白
了一个道理：只有发扬“时传祥精
神”，做好对居民的服务，公司才
能有发展，自己才能多收入。

“经过协商， 工会代表全体
员工与公司签订了工资协议。 工
资集体协商让职工了解了公司、
理解了公司 ， 内心与公司拉近
了， 在一定程度上， 也找到点主
人的感觉了。” 崔跃说， “每年
给职工涨工资的结果就是人员流
动减少， 有的职工还介绍老乡到
公司来工作。”

事工工 业业创创职职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