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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机车建好“一报一号”宣传阵地
紧扣企业文化 聚焦一线职工

□本报记者 阎义

91金融推出智能服务机器人

“在机器轰鸣的车城里，我从
未忘记你。 二七，带不走的，只有
你……”2017年，是二七机车公司
成立120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
份，在“中车二七机车公司”公众
号推送的一首二七机车版的 《成
都》传遍了厂房、办公室和班组，
在一线职工的手机里循环播放。

而伴随职工一路走来的， 除
了这个饱含企业文化特色的、 年
轻的微信公众号外， 还有充满历
史色彩的 《二七机车》 报。 内容
丰富多彩的组合 “一老一新 ”，
让一线职工们获取最新信息、 掌
握各类知识， 成了一线职工的宣
传阵地和展现自己的舞台。

根据职工需求不断完善
的“老”报纸

2017年，是《二七机车 》报复
刊第32年。 可说起二七机车的厂
报，历史更为悠久。据公司宣传部
长杨忠华介绍，工厂解放以后，曾
不定期地依次办过《闪电》报、《辛
店工人》 报、《简报》、《红旗》 报、
《二七小报》等，经历了多次探索。
直到1985年1月31日，复刊后的报
纸取名《厂内通讯》，并在1987年8
月31日改名为《二七机车》报，沿
用至今。 2015年12月30日，是《二
七机车》报复刊后整整第1000期。

杨忠华表示， 创办工厂自己
的报纸， 旨在打造工厂宣传的阵
地， 让广大一线职工能利用这个
平台更好地展现自我风采。

如今，30余年过去了，按照公
司职工的话说，“厂子里的人换了
一批又一批， 可这张报纸的情怀
却从来没变过。 ” 目前，《二七机
车》报10天出一期报纸，发行量为
每期1000份， 平均每个班组2-3
份；报纸共4版，分别是公司要闻、
公司改革经营情况、 班组人物和
副刊。 其中，4版副刊内容除文化
体育活动外， 多为公司职工原创
的散文、诗歌等作品。

据杨忠华回忆， 报纸在复刊
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段时
间里， 一度受到职工们的热捧。
“那时每期报纸都会刊登厂里电
视台播出的一些节目， 经常是一
个班组的人围坐在一起看一份报
纸。” 同时， 公司领导历来重视
报纸对职工的影响力， 建立了严
格的办报流程， “工作人员制成

报样后 ， 要交副总编 、 宣传部
长、 党委副书记依次审阅， 最后
由董事长亲自签发。”

2011年， 为方便大家在办公
室阅读报纸， 《二七机车》 报推
出了电子报 ， 扩大了报纸影响
力。 杨忠华说， 经历过纸张困难
而停刊的艰苦岁月， 大家更加重
视这份报纸存在的意义， 报纸要
不断适应新时期， 更 “接地气”。
柴油机事业部机械二车间维修班
班长石钢说 ： “不管是版面设
计、 文章写作还是照片的拍摄角
度， 我们都可以提意见和建议，
这样我们对报纸内容更感兴趣。”
《二七机车》 报根据一线职工的
需求不断完善内容， 展现职工们
工作生活的精彩瞬间， 已成为公
司的一张经典名片。

续写职工情怀展现自我
的“新”阵地

除了 经 典 的 《二 七 机 车 》
报， 为了顺应当前新媒体发展的
趋势， 使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故事
更快地、 形式更多样化地呈现在
职工眼前， 2013年7月， 公司应
广大职工需求创办了 “中车二七
机车公司” 的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的推出， 使我
们的新闻消息更具时效性了， 图
片、 视频在手机上很方便观看 ，
职工们获取信息更快了。” 杨忠
华介绍 ， 目前公众号一周推送
2-3次， 内容涵盖重大新闻、 新
产品介绍、 工会党建活动、 劳模
先进故事、 历史回顾等， 广受一

线职工好评。 “我们有2300名职
工， 公众号创办初期仅200人关
注， 现在关注人数已有5000多。”

去年，在迎接二七机车120岁
生日前夕， 公司广大职工群策群
力， 将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成
都》进行了改编，把这首歌唱出了
“二七”味儿。 参与创作的职工们
表示，不管是改编作词、微电影参
演拍摄还是后期制作， 全程都是
大家伙儿亲手完成。 一张张穿着
工作服的熟悉面孔， 一个个职工
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场景， 当这首
饱含情怀的改编歌曲带着微电影
里出现的每一位二七机车人呈现
在 公 众 号 上 ， 不 久 便 创 造 了
15000次的阅读量 。 与此同时 ，
公众号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逐
渐成为一线职工宣传的新阵地。

“二七精神很好地发扬了革
命优良传统， 传承二七精神是自
己的责任， 更是公司每个一线职
工的责任， 大家要用实际行动证
明‘咱们工人有力量’。 ”不管是先
进人物的发掘还是职工才艺展
示，《二七机车》 报和企业公众号
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报纸传承经
典，公众号展现活力，这“一老一
新” 就像是陈茶和新茶， 味道不
同，作用却互为补充，把一线职工
的宣传阵地建设得有声有色。

近日， 91金融推出了一款集
业务分流、 业务咨询和办理、 以
及业务导航等功能于一身的 “能
听、 会说、 能思考、 会判断” 的
金融服务智能机器人 “智能旺
财 ”。 91金融创始人 、 董事长 、
CEO许泽玮表示， “智能旺财”
的问世， 将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
的金融服务。

该机器人整合了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 证件对比、 智能图像
等人工智能技术能力， 并采用深
度神经网络、 机器学习技术， 构
建起庞大的网络知识库系统与智
能化推荐算法， 能实现用户与机
器人语音沟通。 据许泽玮介绍，
机器人主要通过科学技术， 整合

优化公司平时为用户提供金融服
务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通过人
脸识别技术， 可在1分钟内完成
身份识别， 并从平台自身的数据
库系统调取用户档案， 提升审批
效率， 减少人工成本。

同时， “智能旺财” 其实还
是一个移动终端， 用户可以通过
其身上的屏幕， 了解91金融所有
的金融产品， 并能通过移动版91
金融超市， 浏览各大金融机构信
息。 同时，还采用深度神经网络、
机器学习技术， 构建起庞大的网
络知识库系统与智能化推荐算
法，能够通过用户风险评测结果，
判断其风险承受能力， 并为其提
供产品推荐等金融服务。

“互联网金融， 其实是在大
数据和以数据化、 智能化、 机器
学习技术为依托， 以互联网渠道
和技术为嫁接的一种全新的业务
风控和产业链整合模式。” 许泽
玮表示， 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科学
技术 ， 但科技只会改变服务模
式， 并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

“在这里， 我重新树立了信
心和人生观， 我出去后要好好做
人做事， 回报社会， 回报强制隔
离戒毒所的管教民警对我的关心
和帮助。” 戒毒人员小张说。 在6
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到来前夕， 记
者探访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三个八”重建行为方式
“戒毒首先要认识到之前的

问题， 然后重新建立行为方式。”
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强制
隔离戒毒所所长崔新华介绍说，
强戒所的核心要素是改变和成
长， “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他们规
律生活， 出所以后能正常生活。”

走进强制戒毒所戒室， 映入
眼帘的就是戒毒人员铺位上的
“豆腐块儿 ”。 整个戒室窗明几
净， 从被子到牙杯、 手纸， 所有
物品都摆放整齐， 横成排、 竖成
列， 十分整洁。

据强制隔离戒毒所管教民警
冀杨介绍， 通过长时间与戒毒人
员打交道， 他基本掌握戒毒人员
的生活规律。 入所前， 他们经常
昼伏夜出、 饮食不定。 入所后，
第一步要适应 “三个八” 一日生
活制度， 即 “八小时睡眠、 八小
时静思、 八小时教育管理”。 在
强制隔离戒毒所， 被称为日常行
为养成教育。 遵守严格的规定，
规律生活， 戒毒人员的健康状况
和精神状态会大幅好转， 戒除毒
瘾的信心和自我约束能力也都得
到显著提高。

“‘静思’ 活动对我不再是一
种折磨， 反而像阳光一样开始给
我营养……” 一位戒毒人员在体
验 “静思” 戒毒方式后说道。 在
戒毒过程中， “静思” 给了戒毒
人员一个 “慢生活”、 自我减压
的契机。 戒毒人员还通过阅读、
教育和有条理的思维锻炼， 反观
自我言行， 在思考中重拾希望。

培养一技之长促其“不复吸”
“仔细看他 的 脸 色 、 瞳 孔

……” 穿着白大褂的戒毒所主治
医生李成文半蹲着， 认真地辅导
着面前的戒毒人员做心肺复苏训
练。 据介绍， 戒毒人员在戒毒期
间要进行丰富的康复训练。 在原
有的劳动技能、 刺绣技能和理发
技能培训基础上， 戒毒所今年为
戒毒人员新开设了急救技能培训
室 ， 供急救训练的 “安妮人 ”
（急救训练模型） 和日常急救设
备一应俱全。

崔新华所长介绍， 所内的医
疗民警分批次现场为戒毒人员开
展急救培训教学 ， 传授急救知
识。 目前， 戒毒所还在积极联系
各类社会机构， 尽可能为戒毒人
员增加技能培训课程和培训资
源， 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 帮他
们有更多的学习和职业选择机
会， 增加和社会接轨的可能性。

目前， 从戒毒所走出的戒毒
人员有数十人已志愿成为同伴教
员， 并工作在首都禁毒、 戒毒领
域的第一线， 很多戒毒人员已达
到走出去就不复吸的良好效果。

心理干预让其感受“家”
的味道

每个月里都有一天， 戒毒所
会为戒毒人员精心安排集体生日
会。 每次生日会还安排丰富的集
体心理治疗活动， 力求让戒毒人
员体验到 “家” 的感受。

参加生日会的戒毒人员， 大
都会分享自己的生日心愿， 讲述
入所前后的人生经历与感受， 民
警凭借对每名戒毒人员的大量了
解， 从每个人的故事中进行挖掘
和分析。 同时， 活动会特别安排
家庭教育环节， 通过游戏、 表演
节目等形式， 帮戒毒人员体会家
人的爱、 付出和不易。

在戒毒所里， 有一间戒室的
门上贴着一个橄榄叶随风飘扬的
l标志 ， 这个房间就是管教民警
冀杨创建的 “橄榄叶” 工作室。
“橄榄叶象征着和平与友谊， 工
作室命名为橄榄叶， 一方面是希
望管教民警和戒毒人员不仅是管
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更像朋友一
样互帮互助； 另一方面也希望吸
纳其他戒毒人员加入， 以严格的
标准自我要求、 无私帮助他人。”
冀杨介绍了创建工作室的初衷。

现在， 橄榄叶工作室已经培
养出好几位表现优秀的戒毒人
员。 有从刚入所时的 “打架王”，
变成了诗歌大赛的获奖选手； 有
从与父母对着干的孩子， 变成了
每周坚持给父母写信、 嘘寒问暖
的人； 更有一度仇视社会、 痛恨
社会的边缘化人物， 变成了号召
戒毒人员主动检举揭发涉毒违法
犯罪线索、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
重大立功人员。

冀杨说， 工作室既是为戒毒
人员创造的一种共同记忆， 也是
一种认知心理干预， 能帮助戒毒
人员重视荣誉、 重塑品格， 在心
理上筑起抗击毒魔的坚固防线。

近日， 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了两位 “洋专家”。 据
悉， 朝阳区为期两年的国际家庭医生团队优师培训项目启动， 今后居
民有望在朝阳社区医院问诊 “洋专家”， 与此同时， 社区医院的家庭
医生也将接受现场培训。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探访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重塑内心世界 筑起抗毒防线

社区医院来了“洋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