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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怀柔分公司安全科张莹

女“车头儿”落下职业病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张莹是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怀柔分公司安全科的
车管干部， 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她
为“车头儿”。在她的带领下，号称
不好管理的司机班变得团结了，
公司各项工作的安全平稳运营也
得到了保障。正因为如此，从2011
年到2015年，她连续5年被评为市
级交通安全优秀管理干部。

从事故中发现问题
开展针对性培训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 安全科
车管干部张莹接到电话， 说单位
的工程车在行驶中和私家车发生
了刮蹭。 和往常一样， 接到电话
后她立即赶往现场。 随后询问了
事故发生的原因。

原来， 对方的车辆正停在马
路边， 单位的工程车右转弯时，
这辆私家车恰好起步， 于是， 两
辆车蹭到了一起。 摸清情况后，
单位的驾驶员和张莹都认为是工
程车的责任。 一般情况下， 事故
双方可以自行处理。 然而， 对方
的车辆是一个天津牌照的私家
车， 张莹还是决定拨打122报警，
由警察出面处理。

然而，警察到来后，却给出了
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结论。 “警察说
是对方的责任， 因为他们在没有
确保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就起步。
应该私家车的车主负责给我们修
车。 ”张莹说，当时听到这番话很
诧异。 “大家都觉得对于这种事故
的基本判断是有的， 没想到我们
的很多判断可能都是错的。 ”

在张莹看来， 这就是学习、
培训不到位的体现。 接下来的一
周， 她马上请来了专职民警， 给
单位里所有的专、 兼职驾驶员开
会， 讲解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还
请来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做
了关于保险理赔的讲座。

“当出现事故时， 驾驶员应
该了解责任是谁的， 要有一个比
较准确的判断， 这对事故处理肯
定有帮助。 同时， 也从另一方面
提高了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警示
他们哪些做法是不对的。” 张莹
表情严肃地说。 在对车辆的管理
过程中， 一旦出现事故， 张莹都
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处理所
有的协调工作。 不仅如此， 她每
个月都要对车辆进行一次安全检
查， 通过和驾驶员沟通， 询问每
辆车的状态。 每个月， 她还会组
织不同主题的培训。

去年， 她组织单位全体职工
参加 “2015年度交通安全技术比
武” 试卷答题活动和实操演练考
核， 提高全体职工的交通安全知
识， 并以此调动员工学安全、 提
素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会设置一些简单、 容易
操作的项目， 比如停车入库， 对
于老司机来说项目本身没有难

度。 但是， 考核是综合的， 还要
看他是否打转向灯、 是否系安全
带， 如果副驾驶没有系安全带，
司机是不是提醒副驾驶必须系
上。” 张莹笑着解释说。

多谈心多叮嘱
不让司机带情绪上路

多年从事车辆的安全管理工
作， 张莹已经落下了 “职业病”。
不管是不是上班时间， 不管坐在
谁的车上， 都忘不了嘱咐几句。
“开车别打电话啊！” “系安全带
了吗？”

虽然现在驾轻就熟， 可是刚
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说
司机班不好管理， 而且是让她这
么一个年轻的女同事管， 肯定会
出问题。 可如今， 张莹已经摸索
出了自己的工作模式， 司机班的
师傅都很配合她的工作， 从没发
生过争执。 “我的方式就是， 工

作就是工作， 制度要严格执行，
但肯定不能是冷面无情的那种。”
张莹笑着说。

整个司机班都是男性， 张莹
细心地女性特质发挥了作用。 看
到 有 司 机 出 车 ， 她 都 会 提 醒
“带上点水吧， 路上挺累的， 别
再喝不上水。”

张莹还多次在会上提出， 司
机师傅可以随时找她谈心。 “如
果他们有任何牢骚， 心里不痛快
的， 都可以来找我说说。 就是把
我当成他们的垃圾桶， 让他们把
心事说出来， 我能够化解的就帮
着化解 。 不让他们带着情绪上
路， 这样很不安全。”

司机班的师傅们给她起了一
个外号，叫“车头儿”。从第一次听
说这个外号起， 张莹就喜欢上了
这个名字。 “我们单位里专、兼职
驾驶员有40多位， 可是比我小的
就只有2个，听到老师傅们这么叫
我，我觉得挺亲切的。 ”

每个月， 张莹都会组织公司
安全领导小组到所属各部门进行
专项交通安全检查。 要求驾驶员
杜绝 “三超一疲劳” 行为， 并且
对车辆勤检查 、 勤保养 、 勤维
护，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就是
要做到车辆不带病上路， 驾驶员
不带情绪开车， 确保行车安全。”
张莹说。

此外， 张莹还会组织传帮带
活动， 请老员工把多年在工作中
积累的安全经验与感悟讲给年轻
的专、兼职驾驶员听。 同时，让年
轻人提出在工作中遇到的安全问
题，由老员工用自己体会、遇到问
题时采取的方法传授给年轻人。

人性化管理
司机没有后顾之忧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 张莹有
自己坚持的原则。 比如， 有人开

车违章了， 一定是这个人自己掏
钱交罚款。 “开始的时候， 我还
会找违章的人单独谈话， 讲清楚
是在哪里出现违章了， 并且告诫
他们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
张莹说， 如今， 大家都很自觉，
不用提示就会主动地去交纳自己
的违章罚款。

但是， 更多的时候张莹会采
取人性化管理的方式， 尽量帮司
机师傅们解决问题 。 前一段时
间， 一位司机师傅家里盖房子，
需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 张莹就
在例会上提出， 希望其他的司机
能够相互体谅， 出长途的工作尽
量不安排他， 由其他的同事替他
分担。

这样受照顾的不只一位， 最
近是另一位司机爱人的预产期，
张莹也做出了相同的安排。 “我
在内部会议上跟大家说， 生孩子
是人生大事， 就不安排他去远途
了， 万一打电话说媳妇要生了，
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就不好了。”
张莹笑着说。

除了让司机班内部互相协调
外， 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张莹
也会顶上司机岗。 18岁就学了大
货车驾照的她 ， 对单位的工程
车、 小皮卡都能轻松驾驭。 “我
既然是他们的 ‘车头儿’， 谁有
事出不了车， 我就上， 这没有什
么。” 为了让整个司机班团结起
来， 张莹还经常要处理一些细节
的问题。 有的司机在一段时间
内跑长途跑得多了， 心里觉得
不平衡了， 会找到她谈心。 张莹
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尽可能
协调， 让大家的工作量保持相对
的平衡。

这样的人性化体现在方方面
面， 每逢重大活动、 节假日以及
“雨雪雾” 天气等， 她都会给司
机们发放交通安全小提示， 今年
已经发了20多次。

———记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谷朝峰

为戒毒人员修脚的警官

□本报记者 李一然
2009年， 谷朝峰结束了7年

的军旅生涯， 转业到了北京市天
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 从一名训
兵练兵的军事教官， 成为了戒毒
矫治战线上的民警。

初来时， 谷朝峰深信， 凭借
自己在部队多年训兵练兵的丰富
经验， 将强戒人员训练得站有站
样、 坐有坐样、 队列整齐、 步调
一致肯定没问题。 可第一次组织
强戒人员进行队列训练， 就让谷
朝峰感到了困难。

一次， 谷朝峰组织强戒人员
进行队列训练， 练着练着这些人
不是动作不到位，就是疲疲沓沓。
谷朝峰大声喊着：“稍息、立正！ ”
队列里有人嘀咕 ：“差不多就得
了，我们又不参加阅兵。太较真了
吧，都快累死了。 ”看着刚练没有
半个小时的强戒人员，谷朝峰说：
“没有人身体不舒服吧，只要身体
没问题，就没什么做不到，今天练
不出个样子，咱就不回去！我和你
们一起练！ ”

太阳下， 谷朝峰的警服渐渐
湿透了。 强戒人员也开始跟着他
一起拔军姿、 练转体、 走行进 。
虽然有些动作还不是特别规范，
但能看出他们已经尽力了。

除了训练队列， 谷朝峰还要
教他们叠被子 ， 要叠成豆腐块
儿， 有棱有角。 12名强戒人员分
成一班， 刚开始时， 谷朝峰在每
个人的床头讲解示范， 全班12个
被子叠下来， 他的腰都动不了，
手指也伸不直了。 不过， 经过这
次示范， 他管理的这个班内务整
洁， 多次夺得大队内务评比的流
动红旗。

通过一次次训练， 强戒人员
行为规范提高了 ，但要彻底消除
他们内心对民警的抗拒感， 还需
民警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每次强
戒人员统一剪指甲， 李某总是最
后一个还指甲刀。 谷朝峰仔细观
察发现， 李某左脚掌上长了厚厚
的脚垫， 坑坑洼洼的都是修剪的
痕迹。 可脚垫光用指甲刀是没法

修的。 于是， 谷朝峰请示大队领
导，及时买来专用的修脚刀，每隔
一段时间，谷朝峰就带李某泡脚。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谷朝峰亲自
给他修脚垫，李某一脸惊讶，涨红
着脸，死活缩着，不肯抬脚，连说：
“不行不行， 哪能让您给我修脚
呀！ ”谷朝峰说：“没事儿，只要你
相信我这个业余水平就行。 ”说
着， 拉过了李某的脚……李某的
眼圈红了， 说：“以前在家都没人
对我这么好。 ”

还有一次， 谷朝峰组织强戒
人员做三角插折纸， 王某格外用
心， 说要把做好的孔雀当做生日
礼物送给闺女。 谁知谷朝峰临下
班时， 王某突然找到谷朝峰焦急
地说 ， 有两种颜色的彩纸没有
了 ， 明天就是他和家人的会见
日， 恐怕是来不及了。 谷朝峰一
边安慰王某别着急， 一边让他知
道一定会想办法帮他。 于是， 谷
朝峰一下班， 就到商场买纸， 终
于在第7家商场找到了王某需要

的彩纸。 第二天一大早， 谷朝峰
提前两个小时上班， 把彩纸交到
王某手中， 王某很受感动。

有一天 ， 谷朝峰去房山办
事， 在街上突然听见有人喊 “谷
队”。 回头一看， 是自己之前管
教过的一名强戒人员。 他指着路
边的饭店说这是他开的， 非要请
谷朝峰尝尝他家大厨的手艺 。
“吃饭就免了， 说说你最近怎么
样吧。” 谷朝峰说。 对方没回答，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破旧的、 已经
起了毛的纸 ， 铺在了路的石头
上， 原来是张谷朝峰以前教他做
的拒毒训练卡片 。 “谷队 ， 您
看， 这张表是您教我做的， 让我
一犯心瘾或情绪变化时就写在上
面。 现在这张都用了快半年了。
我回家也快两年了， 搬了家， 离
开了以前的圈子 ， 开了个小饭
店， 定期去尿检， 开始过正经日
子了。 您说我是不是已经算挺过
来了？” 听到这句话， 谷朝峰觉
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