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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的老李
□朱宜尧 文/图

■工友情怀

■家庭相册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
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
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
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
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
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
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赵闻迪 文/图

为职工遮风挡雨
□孙春林(京能集团)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获奖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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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注入一滴水， 难时拥
有互助情。” 互助保障， 相信大
家都耳熟能详、 并不陌生。 十几
年来， 互助保障工作就像一把大
伞， 为职工遮风挡雨， 送去实实
在在的贴心关爱 ； 她像一束阳
光， 拨开乌云， 让我们获得新的
希望 ； 她像一袭微风 ， 吹走燥
热， 让我们获得平和的清凉； 她
通过实实在在的为职工解决困难
而赢得了无数口碑。 “献爱心我
为人人、 出险时人人助我……”
但是在我看来， 我心中的互助保
障， 并不仅仅只有互助互济保险
这么简单。

在日常生活中， 我深深地感
受到， 意外伤害和疾病是对一个
幸福美满家庭最沉痛的打击。 单
单是昂贵的医疗费用， 便足以让
一个普通的家庭难以承受， 负债
累累， 更不要提患者自身所承受
的病痛和家属面临的压力了， 我
们都时时小心、 事事谨慎， 但是
怎奈幸福却并不时时刻刻地守候
着我们。

我的老班长张桂来在2000年
被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症， 2006
年他又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 两次大病的住院及后续的治
疗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公司工
会在此期间利用互助保险涵盖的
项目及时将他的药费、 治疗费进
行报销 ， 做好医疗费用保障工
作， 缓解了他的就医压力。

我的老班长常说： “我们职
工拿出的是一粒米， 工会组织在
关键的时刻给我们回报的是一锅

饭，职工互助保险保费不高，保障
力度大， 职工出险能得到高额赔
付，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工会组织、
职工互助保险为职工办实事、好
事的真情， 体会到互助互济的工
友情。 参加保险时没有想到自己
会得病， 当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
时， 工会组织及时把赔付款送到
我的家里，真是雪中送炭！ ”

2010年， 我的爱人在首钢工
作， 工作期间不小心在单位门口
绊倒， 致使髌骨骨折， 需住院手
术治疗。 首钢工会组织多次来医
院慰问探访， 并且报销了所有的
医疗费用。 这对我的家庭来说，
是天大的事情， 家里有老人和小
孩需要照顾、 工作不能耽误、 病
痛、 费用……我很感激首钢工会
和职工互助保障及时伸出援手，
贴心的关怀， 让我感受到职工互
助保障就像一个大家庭， 不同单
位的职工都能享受到互助保障给
予的帮助。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开展 20
年 来 ， 我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互 助
保障事业的发展 ， 它解决了企
业和职工的双重困难， 对保障职
工医疗待遇、 减轻职工医疗负担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
和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受益一
个人， 影响一大片”， 职工互助
保障已经逐步成为全市职工心目
中的一个互助维权、 扶危解困的
闪亮品牌。

互助保障， 从我做起。 互助
保障就像阳光一样， 为职工带来
更多希望。

转岗考试， 在企业里是一件
平常事 ， 但投射到职工个人身
上， 就是一件大事， 尤其对那些
中年女职工来说， 对她们工作、
生活、 心灵上的冲击更大。 我曾
参与组织过一次转岗考试， 记忆
很深， 感想良多。

我所在的部门有一个驻外班
组， 二十多人， 几乎全是中年女
工， 主要负责承包单位的保洁、
绿化工作。 由于大环境经济形势
影响， 承包单位效益下滑， 精简
岗位， 这个驻外班组就回到部门
来了。

初回部门， 这个班组待岗的
员工们情绪都不稳定， 担心被分
到艰苦岗位， 更担心没有岗位，
每个人都愁眉苦脸、 长吁短叹。

经过考虑， 部门领导决定将
她们转岗到渣仓值班员的岗位上
去。 消息一公布， 待岗人员喜忧
参半， 喜的是这个岗位岗级高，
待遇好； 忧的是这个岗位需要一
定技术， 必须考试上岗。

我配合部门女工委员组织转
岗培训、 考试等工作。 大家纷纷
倾吐担忧和苦闷： “这么多业务
书籍， 怎么背啊！” “我都这么
大年龄了， 还考试啊？” “要是
转岗考试不合格， 是不是就没有
岗位了？” ……有一位朱师傅年
龄最大， 忧虑也最深。 她跟我和
女工委员念叨了好几次： “我年
纪大了， 记性差了， 文化水平又
低， 真怕考试。 可是我家小孩刚
上大学， 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不
能没有岗位， 唉！” 了解这些情
况， 我的心情很沉重， 是啊， 这
些女工正处在上有老、 下有小的
时候， 失去岗位对其家庭的影响
不言而喻 ， 而渣仓值班员的岗
位， 不经过培训、 考试合格就不
能胜任。 当务之急， 必须帮助她
们消除顾虑、 建立信心， 全力投
入培训。

那段时间， 我和女工委员工
作之余就去培训班， 帮她们处理
思想上、 学习上的问题。 那位朱

师傅， 在同事家人的鼓励下， 每
天都学习到深夜， 不懂就问， 不
厌其烦。 到了培训后期， 每个人
都能熟练地画出渣仓系统图， 都
对设备性能倒背如流了。

考试那天， 朱师傅对我说：
“原来我认为只要进了国企就端
上了铁饭碗， 现在我懂了， 不断
学习 、 掌握一门技术才是铁饭
碗。 这次转岗考试， 无论结果如
何 ， 我都会坚持学习下去的 。”
再看看其他人， 跟一个多月前相
比， 神情中多了几分自信。

付出总有回报， 这二十多人
顺利通过转岗考试， 正式上岗，
很快就胜任新工作了。 因为之前
的经历， 他们对岗位倍加珍惜。

这次转岗考试也让我想了很
多： 现代企业发展迅速、 竞争激
烈， 作为职工要跟上企业发展的
步伐， 女职工千万不能被陈旧观
念束缚住， 要树立信心， 学习上
进， 展现出 “巾帼能顶半边天”
的风采。

一一次次转转岗岗考考试试

照片里拿笤帚的人就是老
李， 是红外线的一名老兵了。 那
天， 老李闹出这么一段乐子来:

早上老李本是下楼买馒头，
可是一下楼就接到工长电话， 说
西头探测站有故障。 故障就是命
令， 老李二话没说直奔探测站。
路上老李就琢磨 ， 雪是半夜下
的， 莫非雪堵？ 等到了探测站，
工长都到了。 工长家比老李家还
远 ， 老李过意不去 ， 赶紧查故
障。 故障处理完后， 又开始清理
积雪。 一早上没消停。

忙完了， 回机房取电话， 发
现媳妇打来二十多个来电， 这才
想起来， 今天孩子期末考试， 家
里还等他买馒头呢！ 老李连招呼
都没打， 赶紧去馒头店买了几个
馒头， 一刻也不停地往家赶。

这个点儿了， 媳妇送完孩子
回来了。 老李在外面按门铃， 媳
妇一看是老李， 又气又恨， 不开
门， 老李便给她打电话。 老李的
媳妇就是不接。没办法了，开始敲
门，一边敲一边喊媳妇的名字。又
不敢大声，怕惊扰了邻居。

老李突生一计。 一阵敲门过
后， 传来急切的脚步声。 媳妇还
以为老李走了呢， 开门打探， 老
李突然从门后钻出来， 一脸笑嘻
嘻地看着媳妇。 媳妇拉门， 力量
没老李大， 没拉上。

进了屋 ， 媳妇大发脾气 ：
“你不知道孩子今天考试呀， 还

等着馒头吃饭呢？”
“我是下楼买馒头去了， 可

我一下楼就接到工长的电话， 说
探测站有故障， 我一想夜里下了
雪， 可能是雪堵。” “工长来电
话了？” “啊？ 啊， 对呀！” 老李
这一卡壳， 媳妇就怀疑了。

没想到， 巧了， 这时工长打
来电话。 老李以为探测站又发生
故障了呢， 接起电话说： “又发
生故障了？” “你这乌鸦嘴， 就
盼着出故障呢！ 我是问你怎么跑
得比兔子还快呢？ 怕媳妇收拾你
吧 ！” “怕媳妇 ？ 谁不知道呀 ，
我老李是怕媳妇的人吗！” 媳妇
气还没消呢， 一把抓过老李的耳
朵， 老李 “哎呦” 一声。

工长问： “咋了？” 老李说：
“牙疼。”

第二天一上班 ， 工长问 ：
“老李， 你牙咋了？” “没咋呀！”
老李知道露了馅儿， 这才说了实
话。 大家 “哄” 地笑了， 其实大
家心里清楚， 老李怕老婆是假，
爱岗敬业才是真。

五弟， 在我们兄弟中排行老
幺。 那时家里很穷， 交几元钱的
学费都得想方设法 。 直到 1983
年， 兄长和我同时大学毕业参加
了工作， 家境才有些好转。 五弟
上高中时， 正值家境步向好转的
时候。 对于一个处于成长时期的
人， 家境的好坏也许起一定的制
约作用， 但主要取决于个人自身
是否有进取之心 。 五弟天资聪
颖， 好学勤奋， 从小学到大学，
一直保持着不服输的劲头， 成绩
始终居于前列。 如果学习上有什
么问题在他那里得不到解决， 即
使在病中， 他也不会放弃思考。
思考， 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习惯。
我在身为人师的那些日子里， 他
常弄一些课本之外的问题来为难
我。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他
从学校回家 ,他在自行车上还问
我一些伤脑筋的问题。 我一时回
答不上,就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
就发笑， 用多了脑筋对身体有害
哦！ ”他不以为然，说：“脑子不用，
只会越来越不好用的。”

因性格的原因， 五弟偶尔也
会流露出厌读情绪。 大四时， 他
对我说， 即使他的成绩可以免试
在本系读研究生， 也不想读下去
了。 说归说， 一有闲暇， 他还是
埋头于书页间， 而且一门心思读
完了研究生课程。

五弟自小聪明， 因为他出色

的学习表现， 父亲爱他； 因为他
脾气太倔， 认死理， 父亲又怨极
了他。 个性极强的五弟在十几岁
时， 只要认准了一件事， 不管是
谁 ， 都没法改变他的看法和想
法。 那时，五弟给人的感觉是，从
不顾虑别人的心理感受。 记得他
上大一那年， 寒假的一天在家同
父亲发生了激烈的口角， 竟说要
同父亲绝交， 气得父亲当时脸色
铁青， 此后大半年谁也不理谁。

五弟刚硬的个性直到上大二

才有些改变， 放假回家， 他总主
动同家人坐在一起交谈说笑。 这
样的时候， 父母也默默感受到了
他对他们那份迟到的情感 。 当
年，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 他随我
在我的住处逗留了几天 ， 这几
天， 我发现他身体状况好像不正
常， 一问， 才知道他生病了。 我
怨他为什么不早说， 他说在家里
怕父母担忧不安才没吱声的， 再
说， 家里钱也不富裕。 带他上医
院， 医生说他得的是急性肺炎，
要等病有好转才能返校。 打了一
个星期的点滴不见好转， 然而，
他执意要返校不想再花钱治疗。

那天， 为他收拾好简单的行
囊， 我的心头油然滋生出千丝万
缕的牵挂。临别的一刻，我真切地
感到，背着行囊远去的五弟，又多
了几分成熟。

这一年春节回家， 五弟带回
一份礼物： 一个玲珑精致的小小
地球。 包装盒上端端正正写着：
献给生我养我二十载的父亲母
亲。 毋容置疑， 在日月轮回里，
人生磨合中， 五弟正一步步成熟
起来。 而他的成熟， 调和了血脉
亲情。

五弟的礼物
□程应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