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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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公司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公司是密
云的重点工业企业， 是由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
公司与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三环股份
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大型啤酒公司 ，
公司于2001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
其前身为始建于1988年的北京三环啤
酒厂。 在密云区内， 北京青岛啤酒三
环公司无论是经营管理， 还是企业文
化都口碑极好。 其中助残行动， 他们
也一样出色。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公司现有在职
职工714人， 其中残疾人职工18人。 而
“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 是该公司始终
秉持的用人理念， 为了确保每一位员
工都有合适的发展平台， 公司从制度
建设、 体系保证、 福利待遇、 人才培
养等多方面为员工提供多方面的可用
资源。 对于残疾职工一视同仁。

残疾职工解小东是包装部七号线
的一名工艺员， 他跟其他健康职工一
样， 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 因为负
责七号生产线的产品质量， 解小东练
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 他自信地拍着
胸脯说道， “从我手上走过的产品保
证没有质量问题。”

“在工作安排上， 我们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 根据残疾职工自身的状况和

能力给予不同的安排和照顾。” 北京青
岛啤酒三环公司工会主席杨明介绍 ，
该公司残疾职工从事的工作不仅有
MQA （微生物） 主管、 包装部线长、
维修工等关键岗位， 还有从事劳动技
能简单、 劳动强度较小的绿化、 卫生
等简易工作。“同时，我们始终在企业中
营造关心、 尊重残疾职工的工作氛围，
确保他们的工作安全和身心健康。”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公司还十分重
视残疾职工的技能培养， 公司始终以
“向阳培训中心” 为载体， 通过 “请进
来走出去” 的方式， 定期为残疾职工
安排技能培训。 这样不仅提升了他们
的操作技能 ， 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
使他们真正融入进社会， 树立起对生
活的信心。

“感谢企业一直以来的培养和关
注， 让我们残疾职工可以跟正常职工
一样工作和生活。” 今年的助残日， 青
岛啤酒三环公司开展了主题为 “爱心
传递， 你我零距离” 的座谈活动， 邀
请企业内的残疾职工与公司总经理等
高管一同座谈。 在座谈会上， 残疾人
代表一一发言， 畅所欲言， 他们纷纷
表示将更加坚定信心， 自强不息， 积
极支持和参加公司各项活动， 真正融
入到社会中。

近年来， 受全球市场经济疲软的
影响， 企业生产效益有所下滑， 但就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公
司仍然根据每个职工的残疾程度， 每
月发放残疾职工100至200元的补贴 。
每年从财务支出3多万元资金， 补贴残
疾人收入。

工程部的职工高明海身患多种残
疾， 今年上半年又突发疾病， 在知道
了他的情况后， 公司领导亲自前往探
望并送去慰问品。 职工曹文杰患病多
年， 家境苦难， 生活拮据， 而孩子又
考大学， 面对这种情况， 北京青岛啤
酒三环公司每年至少拿出2000元以资
助孩子完成学业。 与此同时， 每年的
中秋节、 春节等重大节日， 公司领导
更会到残疾职工家中进行走访慰问。

在文体娱乐方面， 北京青岛啤酒
三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了图书室、
乒乓球室、 电视机室和篮球场， 并购
买了羽毛球、 乒乓球等娱乐和体育器
材， 订购了价值20多万元的报纸杂志，
大大丰富了残疾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同时定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
娱活动，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坚信， 企业敞开的怀抱， 一
定能温暖残疾职工的心， 使其以主人
翁的姿态， 与企业共同发展和进步。”
杨明表示， 关爱、 扶助残疾人， 是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未
来 ， 青岛啤酒三环公司将继续发扬
“扶残助残” 的优良作风， 为实现残疾
人平等、 参与、 共享社会成果做出积
极的努力。

企业敞开怀抱接纳
温暖残疾职工

北京铁路局职工内流传着这样一
个美丽的感人故事， 一对已故铁路职
工的残障子弟因无人照顾， 生活无所
依靠。 十余年来， 北京铁路局局管邯
郸车务段微子镇站全体职工成为了这
对残障兄弟的守护者。

残障兄弟的命运十分悲惨。 分别
于1968年、 1973年出生的兄弟俩， 自
小就患有先天性疾病。 哥哥段志武得
的是脑萎缩和软骨病， 弟弟段志刚除
了这两样， 还有严重的癫痫。

“俩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 腿基本
上就不能走路了。 好在那时一直有父
母照看， 拉扯大他们俩， 老两口也着
实不易啊。” 小时候与兄弟当过邻居的
车站助理值班员刘戚君回忆着说。

有父母的照料， 兄弟俩虽然自小
残疾， 但生活还算过得去。 然而， 即
便是这样简单的幸福， 也在命运多舛
的兄弟俩身上 ， 一闪而过 。 1999年 、
2005年， 操劳成疾的母亲、 父亲相继
撒手人寰 。 “兄弟俩虽然意识清醒 ，
但无法行动， 如果没人管， 那肯定活
不了。” 1987年以来一直在车站的现
任车站工会主席毕文奎回忆着兄弟俩
父亲过世后的场景。

为了生存， 哥哥试图做饭， 在屋
内来回爬着拿东西， 然后在院子里垒
砖上锅台做饭。 没过两三天， 哥哥满
身都是血， 手上全是烫的水泡。 弟弟
则浑身是粪便， 屋里也尽是秽物和垃
圾。 即便如此， 兄弟俩还是饿得前心
贴后心。

“职工留下的残疾孩子， 我们不能
坐视不管！” 时任站长在职工会上征求
大伙儿意见， 结果一致同意， 由车站
全体职工照看兄弟俩的生活。

从那时起， 每天， 职工食堂要多
做出两份饭， 食堂师傅到点将三餐送
到兄弟俩的屋里 ； 车站职工无论谁 ，
一有工闲或休班， 都会主动到他们家
里打扫卫生， 陪兄弟俩说说话。 冬天，
屋子里的煤块、 棉衣、 棉被等过冬物
品都是职工们从家里捎来的 ； 夏天 ，
不时会有职工捎来冰糕、 西瓜， 让兄
弟俩解暑。 谁家做了好吃的， 也会想
着兄弟俩， 让他们解解馋……日夜的
温暖， 一晃就是十多年。

职工们觉得这些都是 “抬抬手 ”
就能做的， 最难的是上厕所摔倒。 由
于兄弟俩的下半身几乎没了知觉， 上
厕所是件异常艰难的事情。 起初， 车

站职工纷纷把他们的手机号码在兄弟
俩的手机里存下， 并告诉他们值班表。
可是 ， 急切关头 ， 手机找都找不到 ，
而且兄弟俩也记不住谁当班。

“这也不是长期办法啊， 得在防摔
上想个办法。” 2014年， 现任站长李
明涛到车站看到这个场景时 ， 不由
地发出感慨。 在车务段的支持下， 车
站铺设了平房至周边水沟的地下排污
管道， 为哥俩在屋内建了一个有坐便
的卫生间， 兄弟俩摔倒的次数减少了
80%以上 。 同时施工的 ， 还有门窗 ，
将原来的漏风潲雨的旧木质门窗， 全
部换成塑钢材质， 不仅遮风挡雨， 而
且保暖。

“帮 助 哥 俩 的 同 时 ， 其 实 我 们
每名职工也会受到教育 。 ” 谈及十
余年助残的感受， 车站党支部书记赵
红斌说。

十年来， 车站干部职工团结协作，
几乎没有发生过因工作而产生的争执，
车站号召的每件事， 职工们都是积极
主动抢着干。 虽然车站干部、 职工很
多岗位换了好几茬， 但团结做事、 认
真干事的劲头一直没有改变。

今年初， 车站组织召开职工家属
座谈会， 新职工郭旭滨带着母亲现场
介绍了帮助兄弟俩的事迹后， 母亲拍
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这样的
单位， 错不了。”

□本报记者 于彧

北京铁路局

十余年爱心接力
照顾残障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