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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周凤娟

□本报记者 边磊

公交乘务员送迷路老人回家

“向前走， 不要停留！” 只听
见一位志愿者大姐扯着嗓子喊，
碰到行动不便的， 大姐还要上前
搀扶一把。

“您好 ， 请 问 哪 里 有 洗 手
间？” “您别着急， 前方大约200
米就设有卫生间。” “您顺着我
手指的方向一直朝前走， 走到路
口右拐就到了。” 志愿者们向过
路的游客耐心地回答着。

“五一”假日期间，延庆区总
工会组织首都职工志愿服务队在
八达岭长城脚下为游客提供咨
询、疏导等志愿服务，百余名职工
志愿服务队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 每年小长假著名旅
游胜地八达岭长城都会迎来数以
万计的游客， 日均接待量最高能
达到8万人次。 为此， 延庆区总
工会特地组织首都职工志愿服务
队为游客服务。

五月的季节， 阳光明媚， 草
木吐绿， 气温骤然上升， 虽然烈
日炎炎， 但丝毫没有影响游客到
此一游的心情。 在八达岭景区入
口， 游客熙熙攘攘在等待检票，
放眼望去， 长城上人头攒动。

为了给游客创造方便、 舒适
的旅游环境， 八达岭景区的志愿
者们还为游客配备了饮用水和应

急小药箱， 药箱里面有创可贴、
风油精等常用药品， 以备游客的
不时之需。

志愿者们有的向游客发放旅
游宣传手册； 有的义务讲解着景
区的悠久历史 ； 还有的手持夹
子、 塑料袋在各路段捡拾垃圾，
并向过往游客宣传延庆正在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 倡导游客要文明
旅游。

在节日小长假里， 志愿者们
每天五六点就到岗了， 一直忙到
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 。 尽管这
样 ， 每个职工志愿者都自愿投
入， 为前来长城的游客服务。

“石景山区律师协会拥有200
余名执业律师的专业团队”、“清
源社会工作事务所有43人专业心
理咨询师” ……50家公益组织现
场毛遂自荐， 这是近期发生在石
景山区公益鹊桥活动上的一幕。

“购买公益服务， 是政府提
高为百姓服务质量的一项重要手
段。 石景山区鼓励各类社会力量
兴办公益事业， 但政府部门的需
求和社会组织的服务往往存在一
定差距， 为此， 石景山区举办了
这次公益鹊桥会。” 石景山区社
工委负责人表示， 社会组织集中
展示优势公益项目， 通过这个交

流平台， 促进双方更多的信息互
通和资源衔接。

石景山区通过向公益服务组
织下订单的形式， 相关单位、 街
道和社区对公益项目的服务内容
进行考察， 供需一致即可达成合
作意向。 记者了解到， 公益服务
项目涵盖了高端绿色发展类、 构
建社会和谐类、 社会动员和志愿
服务类、 社会治理创新类、 社区
治理创新类、 枢纽引领类共六个
类别。 订单明确之后， 这些特色
服务项目将被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的范围， 相对应的社区组织就可
以进行生产。

在公益鹊桥会活动现场 ，北
京富群服务中心带来了他们的环
保项目， 通过将废弃果皮与黑糖
一起发酵， 生产出用于洗衣、拖
地、 清除油烟机等的家庭清洁用
品。 中心工作人员于现荣说：“这
个项目节能环保， 和石景山区打
造绿色城区的理念吻合， 而且推
广起来十分方便。 ”不一会，对这
个环保项目感兴趣的几位社区负
责人就围拢到于现荣的展台前，
并表示要把项目带到本社区去。

50个社会组织以及石景山
区15个政府部门、 9个街道、 151
个社区参加此次公益鹊桥活动。

“要不是好心的乘务员， 真
不知道老太太要转到什么时候才
能回家。” 近日， 5路公交车队接
到了一个感谢电话， 感谢乘务员
赵晓清用私家车将迷路的老人送
回家。

原来，“五一” 劳动节假期的
一天中午11点左右，70岁的赵大
妈在菜户营附近办完事后准备回
家，走到公交车站看了站牌，却怎
么也想不起来回家应该坐哪路车

队，“一上了岁数， 记忆力就不行
了。再加上平时很少来这边，也不
知道该换哪趟车，一下就懵了。 ”
就在这时，5路公交车开了过来，
赵大妈稀里糊涂地就上了车。

“去 西 直 门 我 要 上 哪 儿 换
车？ ” 赵大妈一上车就发出了求
助。 乘务员赵晓清看老人十分着
急， 询问得知她在菜户营迷路后
便仔细将换车路线告知了老人，
可赵大妈还是一脸茫然，并跟着5

路车一直坐到了北土城公交总
站。到了总站，赵晓清本可以交接
班后就下班。 可当她看到赵大妈
仍找不到车站，于是，便主动提出
自己开车送老人回家。 “当时天气
太热了，看到老人状态不是很好，
我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去换乘，就
想着赶快开自己的车载上老人回
家。 ”乘务员赵晓清一直开到西直
门内新开胡同附近， 看着赵大妈
进了家，她才放心离开。

近日， 大兴区内的104国道、
南中轴路等多条道路的路树刷白
工作已展开。 在病虫复苏前为树
木刷白可以杀死树皮缝隙内的虫
卵以及大部分细菌， 有效遏制病
虫害的发生， 同时起到整齐、 美
化的效果。

去年， 养护瑞通十四处的养
护工人发挥智慧及经验自行组装
了树木喷白机， 一经投入使用效
果显著，大量节约了人力、物力成
本。经过不断改进和优化，喷白机
的效率再次得到大幅提升。今年，
大兴区内的25000余株路树刷白
工作已经全部改为机械喷白。

在使用过程中， 工人们发现
即使石硫合剂经过了过滤处理，

但喷头还是容易被堵， 每隔一段
时间就要清理一次， 非常耗费时
间， 为此工人再次开始了大量的
实验， 最终确定选用现在的大口
喷头 ， 并对喷嘴处做了压扁处
理。 优化后喷出的合剂成雾状，
同时在石硫合剂溶液中加入适量
的粘合剂。 与以往喷头喷出的柱
状合剂相比， 可以更均匀喷洒在
树木表面， 也更容易喷进树皮的
缝隙中。

经过一年的磨合， 现在工人
们配合默契， 对 “喷白” 机的使
用也更为得心应手， 在这些因素
的影响下， 一台机器一天的刷白
量由去年的四五公里迅速提升到
现在的七公里左右。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石景山区“下订单”购买公益服务

树木喷白机升级 效率提升

长城脚下有群职工志愿者 ■他山之石

“这个文件夹是阳光纸业工
资集体协商全过程的文档和图
片， 这是大华科技的， 这是龙海
民爆的 ， 这是营丘铸造行业的
……”

电脑屏幕上， 密密麻麻地排
列着文件夹图标， 59岁的赵旭光
一一向记者介绍说， 这整个E盘
里的资料是他的 “百宝囊”。

赵旭光是山东省昌乐县总工
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 他曾在
昌乐县农行干了十几年工会工
作， 之后办理了内退。 去年6月，
他被县总工会聘为工资集体协商
指导员， 分工3个镇街区。

从履职的第一天开始， 赵旭
光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
笔记本电脑和照相机就成了他进
企业开展工作的 “必需品”。 在
电脑上， 他专门用E盘存放工资
协商资料 ，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 他走访了区内多家企业， 积
累了8万多字的工作笔记和大量
图片。

电脑中除了各企业资料， 还
有业务培训PPT和专题片， 有协
商进度时间轴、 会议前需检查落
实的内容、 重点环节拍照备忘录
以及工作笔记等。

“8月26日 （填表1） 推选职
工方代表； 9月10日 （填表3） 代
表培训； 9月29日 （填表11） 召
开协商会议 ； 11月14日 （填表
17） 监督检查情况 ； 8个月后
（填表19） 工作总结。” 记者在一
篇题为 《营丘镇铸造行业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时间轴》 的文档中看
到这些内容。

“工资集体协商有规范的程
序， 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赵旭
光说。

为了让职工更易于接受工资
集体协商知识， 赵旭光还自发创
作了视频和文字， 喜闻乐见的形
式和内容受到职工欢迎。

由于走访的企业多， 老赵在
职工中有很高的威信和知名度。
他 在 调 研 中 慢 慢 把 准 了 工 资
协 商 的 “脉 ” ， 总 结 出 “问 、
谈、 议、 查” 四步工作法， 简而
言之就是问职工、 谈热点、 议主
题、 查财务。

这些经历都被赵旭光记在了
笔记中。 在2016年8月23日的笔
记中他写道：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在企业算是一件 “新鲜事”， 难
度是有的， 负责人说一不二， 职
工有想法不敢讲、 不会讲是普遍
存在的问题。

在2016年9月10日营丘铸造
行业工资协商专题培训前， 赵旭
光定下了主题 ： 以明确工作职
责、 明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
资政策为重点内容， 并对协商会
议的程序、 可能涉及的议题、 谈
判技巧进行讲解。

“在与职工代表的交谈中 ，
感觉他们对协商谈判的信心不是
很足， 还要就职工方代表 ‘不会
谈、 不敢谈’ 的心理进行剖析、
疏导。” 赵旭光在笔记中写道。

2016年8月29日 ， 山东大华
科技公司集体协商时， 赵旭光作
了这样的记录： 协商刚开始时，
双方在 “职工工资增长幅度比
例” 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职工方
代表列举了大量数据事实， 据理
力争。 随后双方都作出让步， 最
终达成一致 ， 同意工资增幅为
8%。 其间 ， 双方在职工福利和
特殊岗位津贴问题上也产生过分
歧……双方各抒己见， 经过协商
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形成 “工资
协议文本 ”。 在随后的感言中 ，
赵旭光慨叹： 将 “文章” 做足、
做实尤为重要 ， 准备工作要做
好， 尤其是材料要准备充分， 才
能不空洞、 不被动。

“老赵是个热心人， 工作认
真， 热爱并熟悉工会工作， 是做
指导员的好人选。” 县总工会常
务副主席张桂荣给予老赵很高的
评价。

“作为一个老工会人， 我有
信心架起职企 ‘连心桥’， 当好
职工 ‘贴心人’， 切实维护好职
工的合法权益。” 赵旭光对记者
说， “目前， 由于当地工资集体
协商的社会氛围还在逐步形成阶
段， 企业负责人的认识也尚待提
高 ， 相信通过落实相关法律法
规， 以及各级工会组织的努力，
这项工作会逐步进入正轨。”

据 《工人日报》

8万多字的笔记和海量图片资料， 记录了山东
省昌乐县一名 “老工会” 走访企业扎实开展工作的
足迹———

一名工资协商指导员的协商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