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路路曼曼 陈陈曦曦 马马超超

专题【关注】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7年 ６月 6日·星期二

小浴室 小食堂 小理发店 小五金店 小图书室

提到企业里的 “五小 ” 设
施， 很多上了年纪的职工肯定都
还记得，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发展过程中， 很多企业内建立小
浴室、 小食堂、 小理发店、 小五
金店、 小图书室等， 这些企业里
的 “小商业” 被并称为 “五小”
设施， 虽然经营范围各不相同，
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职工工作之
余提供了诸多便利。 近年来， 已
经很少有人再提起 “五小” 设施
了， 但这些企业内的商业设施发
展现状如何呢？

“五小” 设施接地
气 成为建筑工地标配

理发室、 超市、 食堂、 医务
室……在建筑工地上， “五小”
已经是标配。

最近， 本报记者走进北京城
市副中心项目工地农民工生活
区， 发现生活区普遍配置了 “五
小”， 农民工们足不出户， 就可
以享受社区一样的生活。

“理发一次几元， 每天晚上
都有二三十人排队理发， 这里开
理发店我们不愁客源。” 在中建
一局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项目部职
工生活区， 理发师小陈这样告诉
记者。

项目书记、 工会主席李增玄
说， 项目理发室作用很大， 高峰
时生活区有上千名农民工， 每晚
理发室业务繁忙。

在食堂里， 记者看见有不少
农民工在就餐， 也有从超市买来
食物， 坐在食堂里一边喝啤酒一
边吃菜的农民工。 “啤酒3块5一
瓶， 和外面的价格差不多。” 做
防水的农民工吴喜涛说。 他来自
山东， 从事多年建筑工作， 城市
副中心职工小家里的设施让他感
到惊讶。

记者了解到， 在北京城市副
中心各个职工小家里， 都设有超
市， 有的引入京客隆， 有的引入
华联超市 。 超市里生活用品齐
全， 价格和外面差不多， 甚至有
些还要便宜一点。

“食堂饭菜很便宜 ， 10元就
能吃两荤一素一主食 。 ” 农民
工许京南来自山东， 今年38岁，
是一名木工， 对食堂的伙食他很
满意。

走进医务室， 有几名农民工

正在安静地输液治疗。 “看病比
外面便宜多了， 仅相当于外面的
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前一阵
我得了重感冒， 只花了几十元就
瞧好了。 不像我以前的工地， 没
有医务室， 去外面医院看病花了
好几百。” 农民工刘海青说。

戴兵全今年 41岁 ， 来自四
川， 是一名钢筋工， 由于走路时
不小心， 跌了一跤， 划伤了脸，
去外面医院缝了几针。 “在外面
医院 ， 后续治疗一天要800元 ，
现在我在医务室里输液， 几十元
就搞定了。”

医务室里有两名专职医生 ，
一名叫张天亮， 一名叫刘俊杰，
都是持证医师 。 张天亮告诉记
者， 他原来在河南省的一家乡卫
生院工作， 最开始每月工资600
元， 如果坚持到现在， 每月可以
拿2730元。 考虑到养家， 前几年
他便出来， 专门服务项目的农民
工。 “现在每月能拿8000元， 比
以前强多了。” 张天亮说， 他的
工资是项目部开， 采购的药品都
是以成本价销售给农民工的。

对于建筑工地 “五小 ”， 市
建筑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地
上 的 “ 五 小 ” 很 接 地 气 ， 打
通了服务农民工的最后一公里，
解决了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需要，
今后在建筑工地上还会继续推
广， 让农民工感受到工会的贴心
和温暖。

“五小”命运各不同
“刚需”设施得发展

当然， 建筑行业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 ， 他们大多远离商业中
心， 周边配套设施并不完善， 为
满足农民工的生活需求 ， “五
小” 设施几乎成了刚性需求。 而
在周边环境发展成熟的企业内，
“五小” 的命运则有些不同了。

“我们企业位于西四环内 ，
周边配套设施非常完善， 根本就
不需要在企业里购买商品。” 56
岁的制造行业职工张成玉告诉记
者， 20多年前， 他所在企业里的
小商店非常火爆， 很多职工都在
企业的小商店购买生活用品 ，
但随着周边设施的不断完善 ，
职 工 购物的途径有了更多的选
择， 企业里的小商店生意也就逐
渐惨淡了。

今年65岁的钟永明， 是首农
集团西郊农场的老职工， 16岁就
到农场工作 ， 一直到退休 。 现
在， 还继续在农场的传达室 “发
光发热”。 他回忆说， 上世纪80
年代， 场里开过卖生活用品的平
价商店， 卖文具用品的文化站，
另外还有理发店、 澡堂子等等。

“那时候， 工会给职工们发
理发票、 洗澡券， 我们用这些票
券， 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廉的
价格享受这些福利了。” 钟永明
说， “上世纪90年代左右， 随着
场乡分家 ， 这些店铺 ， 有的拆
了， 有的就划归到乡里了。”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用企业
改革以及职工的需要程度， 有些
“小 ” 字辈的 ， 比如小五金店 、
小 理 发 店 就 不 复 存 在 了 ， 可
是 有 些 却 升 级 扩 大 ， 成 了 职
工们工作生活坚实的后盾 ， 比

如 “小食堂”。
北京亨通斯博通讯科技有限

公司的职工食堂为430名职工提
供就餐， 由于职工的倒班制度，
食堂每天提供午饭、 晚饭、 夜班
加餐共计三餐。 “在我们的职工
食堂里， 不仅三餐品种丰富， 营
养均衡， 还特地安排为职工提供
应季水果。” 该公司工会主席张
长伍告诉记者， “每餐三菜一汤
加主食， 职工只需要花两块钱。”

最近几年 ， 为了让职工吃
好， 亨通斯博公司还成立了伙食
委员会， 每年进行两次 “食堂满
意度调查”， 今年5月份的调查刚
刚结束， 张长伍介绍， “这次采
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食堂满意
度调查， 职工参与率非常高， 最
终的调查结果显示， 职工对食堂
的满意度高达90.4%。”

对于不满意的方面， 张长伍

也做了相应的统计， 希望能进一
步完善食堂管理， 更好地为职工
提供服务。

“五小”设施转型 变
身服务型“职工之家”

说起 “五小”， 西郊农场工
会主席杨淑凤也笑了。 她告诉记
者， 过去， 他们实行的是 “场乡
一体” 的管理模式。 那个时候农
场有闲置的厂房， 可以开办小门
脸、 小商铺。 不仅可以方便职工
生活， 还可以方便附近村民。 而
如今的职工食堂和职工之家则更
丰富了服务职工的内容和形式。

杨淑凤介绍说， 西郊农场职
工之家所在的小楼建于2009年 ，
面积近1400平方米。 建设之初 ，
主要考虑给职工搭建一个健身活
动平台， 所以当时设计以羽毛球
馆和职工食堂为主体。 2013年 ，
北京市总工会和首农集团工会都
出台了关于职工之家实体化建设
的意见， 他们就在坚持和继承以
往职工之家创建条件基础上， 以
“会家合一” 为形式， 本着 “一
室多用” 原则， 对职工之家资源
进行了重新整合。

现在， 西郊农场的职工之家
里不仅有了以羽毛球场、 乒乓球
场、 台球场、 健身房为一体的活
动区； 以图书区、 阅览角、 职工
上网角为一体的职工书屋学习
区； 以劳动争议调解室、 职工宣
泄室为一体的心理疏导区； 还有
了以娱乐室、 休息室、 淋浴室和
餐厅为一体的休闲区。

杨淑凤告诉记者， 以前， 不
管是工会干部还是职工， 对于职
工之家都没有更高的奢望。 近年
来， 企业对于职工队伍建设越来
越重视， 职工对于工会的期待逐
渐提升， 也促使他们不断创新和
改进工作。

“说实话， 一些生活服务类
的功能， 并不是我们的专长。 就
拿理发店来说， 您看现在， 社会
上各种美容、 美发店铺那么多，
职工下了班， 去任何一家店铺，
洗剪吹烫都可以随意选择。 我们
把这样的功能舍弃出去， 更可以
集中力量， 做好职工亟需我们提
供的服务。” 杨淑凤说。

正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
房地部职工张建岭说， “现在，
人 们 普 遍 对 健 康 很 重 视 ， 喜
欢 参 与健身 、 瑜伽等活动 ， 可
是自己家里空间有限， 氛围也不
好， 就不得不到社会上寻找一些
健身房， 花大价钱办卡健身。 可
是， 我们单位的职工之家把我们
这些需求都满足了， 各种设备设
施都有， 而且是免费的。 现在，
每周我都会来锻炼几次 ， 健身
后， 我感觉工作起来， 也特别有
精神。”

现在 ， 西郊农场的职工之
家， 俨然成了休息时间里， 最受
大家欢迎的地方 。 好动的打打
球、 练练器械， 享受大汗淋漓的
痛快 ， 好静的走进职工书屋 ，
拿 一 本 心 仪 好 书 ， 感 受 阅 读
的乐趣。 与此同时， 农场工会还
为职工成立了涵盖足球、 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 摄影等项目的
俱乐部， 开展了一系列培训和比
赛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
的 业 余 生 活 ， 还 增 进 了 同 事
之 间 的 友 谊 。 我 们 都 觉 得 ，
企 业 内 部 的氛围 越 来 越 和 谐
了。” 张建岭说。

事实上， 不管是过去的 “五
小”， 还是如今的 “职工之家”，
所有设施自始至终都秉承着服务
职工的出发点和理念。

企企业业传传统统““五五小小””设设施施今今何何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