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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如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史立君
社区“大管家”的家园梦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物业经理， 你们的维修人
员怎么回事？ 说好给我修马桶，
怎么人来看一眼， 就走了？” 某
日凌晨一点多， 北京如莲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经理史立君接到了一
名业主的电话， 说话的人是醉酒
状态， 前言不搭后语， 怎么也说
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史立君只好
打电话给值班维修工。

原来， 喝醉了的业主误把水
池说成了马桶， 维修工现场查看
后需要返回更换工具。 史立君打
电话询问的功夫， 维修工已经重
新回到业主家了。 一场误会扰了
史立君的美梦， 但他不气不恼，
第二天还专程询问业主水池是否
维修好， 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是否
满意等等。 这反倒让当事业主有
点难为情， 连忙道歉。

为什么业主的电话能直接打
到史立君那里呢？ 原来， 这是一
个面向整个社区的工作监督电
话， 所有的业主都可以打电话给
史立君， 反映物业管理情况和服
务水平 。 用史立君的话来说 ，
“只有敞开门真心为业主服务 ，
共同建设 ‘家园梦’， 才能换来
业主的认可与信任。”

900户居民的24小
时 “大管家”

史立君所在的北京如莲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密云区御东园
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 。 小区内6
栋居民楼 ， 123293.33平方米的
管理面积范围内的保安、 保洁、
公共设施维修管理等工作， 都是
他眼中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抓
手。 与其用经理自居， 不如称史
立君为社区 “大管家”。 他用亲
情化服务为理念， 树立起密云区

物业管理行业的标杆形象。
2014年， 由史立君带队的如

莲物业公司正式入驻御东园小
区， 这是密云区一处新建小区，
接手900户居民的物业管理工作。
对于之前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史
立君来说， 是机遇， 也是挑战。
“在密云， 物业管理起步晚， 规
范化程度低， 没有优秀的管理经
验可借鉴， 几乎所有的管理细则
都需要自己去摸索。” 史立君告
诉记者， 为了做好御东园小区的
物业管理工作， 他认真研读 《北
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带头整理
树立科学严谨的管理理念。

起初， 根据实际情况， 史立
君制定了 “不先考虑收费如何，

只考虑如何更好的服务， 让业主
满意” 的工作计划， 引导业主树
立 “花钱买服务” 的消费意识。
“我坚信， 只有要求职工从小事
做起 ， 注重细节 ， 为业主办实
事、 办真事， 才能拉近与业主之
间的距离。” 史立君说， 他要求
所有的入职员工承诺每月必须为
业主做十件好事。 好事无标准，
大到拾金不昧， 小到搀扶老人，
培养职工自觉为业主办实事、 做
好事的意识。

同时， 史立君主张深化岗位
职责和工作制度， 推出了一套高
标准的服务细则。 他规定， 物业
公司推行7×24小时工作制度， 六
个岗位不停休， 做到电话时刻有

人接， 电梯时刻有人管， 治安时
刻有人查， 设备时刻有人修。 史
立君更是公开了自己的电话号
码， 24小时接受业主的监督。 这
样的管理服务让御东园小区物业
管理工作深得业主信赖 。 据统
计， 该小区的物业费收取率高达
99.5%， 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会主
动缴纳物业费。

倡导人文关爱 坚持
“社区家园梦”

在史立君看来， 社区就是一
个大家园。 他心里浓浓的 “家园
梦 ” 就是 “家庭和谐 ， 邻里和
睦， 治安有保障， 管理有秩序。”
在史立君的规划中， 物业和业主
之间应该是友好的， 是相互理解
与信任的。

几年来， 史立君在物业管理
服务中十分重视人文关爱。 在业
主资料统计时， 他会叮嘱工作人
员询问业主家庭成员职业。 每年
的教师节， 凡是退休及在职的教
师， 都会收到一份来自物业公司
的礼物和祝福———一箱精品仙
桃， 寓意 “桃李满天下”。 一位
退休老教师业主曾感慨说： “当
了一辈子的老师， 也退休多年，
没想到回归社区后， 在教师节还
能收到礼物和祝福。”

此外， 史立君还关注业主家
的婚丧嫁娶和乔迁搬家， 但凡社
区内有居民家中结婚、 搬家， 史
立君都要求工作人员送去鲜花和
祝福 ， 并安排保安协调车辆出
入， 协助业主做好相关事宜。

“这些工作看起来很琐碎 ，
却很容易拉近与业主之间的关
系， 让业主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宗
旨是 ‘业主至上’。” 史立君说，

“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应该是和谐
的， 相互促进的， 最终都是为了
共同的和谐家园而努力。”

关注行业发展 积极
参政议政

几年来， 史立君的服务理念
不仅慢慢渗透到每一位物业职工
心里， 更让 “全心全意为业主服
务” 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
每位职工的行动力。

“但 做 好 自 己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在史立君心里， 还有对物
业行业发展的憧憬与期望。 担任
密云区第二届人大代表的他， 除
了做好本职工作外， 还每月定期
与辖区选民见面， 开展座谈， 了
解和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积极参政议政。

而作为密云区物业行业中唯
一一名人大代表， 史立君从物业
管理行业发展的角度， 连续两年
上交提案， 建议结合密云区住宅
小区的实际情况， 全面深入细致
地修订密云区 《关于加强住宅小
区 物 业 管 理 工 作 的 意 见 （ 试
行）》， 完善明确物业企业及与住
宅小区息息相关的各单位、 各部
门的责任义务， 并认真执行， 为
依法依规提供有力的支撑。 同时
加强对与住宅小区息息相关的各
单位、 各部门职责的考核， 特别
是对物业企业服务的质量督查，
逐步提升物业人员的服务意识。

“行业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
和相关制度的规范， 也需要从业
者的自律与良心。 ”史立君告诉记
者， 他常常与很多同行在一起探
讨发展方向和理念， 希望在彼此
相互的借鉴和鼓励中， 促进密云
区整个物业行业的和谐发展。

32项北京铁路局科技进步
奖、18项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
成果奖、累计节支创收600多万元
……他与技术打交道近30年，在
《中国铁路》《铁道机车车辆》《中
国铁路装备》《北京铁道科技》等
期刊上独立发表科技论文26篇。
他是名符其实的 “技术达人”，他
就是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技术
科业务指导朱高岭。

创新灵感源于实践
朱高岭说： “发现现场需求

就是创新。” 2015年初， 朱高岭
在丰台检修车间调研时发现， 因
机车电器柜内粉尘过多， 造成电
车配件损坏严重， 不到半年的时
间， 配件损坏高达300多件， 累
计造成损失100万元。 为此， 他
先后走访调研多个兄弟单位， 发
现各单位采用的除尘方法基本相
同 ， 不仅造成了 “灰尘搬家 ”，
还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 听闻锦
州机务段除尘作业效果较好， 他
又专程赶往锦州实地考察除尘作
业， 却发现他们的 “成功除尘”
只是把粉尘吹向车外， 但仍会造
成二次污染问题。 除尘效果虽不
理想， 但给了他一些灵感。

回到单位后， 朱高岭多次与
技术人员及车间职工座谈了解，
成立机车除尘课题小组， 起草编
制设计大纲，并提出采用“喷枪+
吸尘器”的技术措施。方案经课题
小组的多次改进和现场试用，历

经5个多月，成功研制一台环保脉
冲布袋式机车除尘装置 ， 并于
2015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

利用该装置给机车电器部件
除尘， 避免了承受恶劣环境的影
响， 杜绝了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通过对400多台次的机车有效清
洁除尘， 使机车配件故障率降低
了70%， 年创效160多万元 。 经
路局鉴定， 该设备在路内处于先
进水平， 为机车除尘领域填补了

空白。 2016年， 该项目获路局科
技进步二等奖 ， 并在北京铁路
局、 济南铁路局推广使用。

创新之路没有尽头
“技术人员的地位与尊严不

是别人给予的， 是靠自己的实力
赢得的。 ”朱高岭面对全段型号繁
多的机车， 深知现场职工面对着
大大小小尚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唯有不断学习， 积累更多的专业

知识，才能不断满足现场需求。
为提高自身知识储备， 朱高

岭利用近20年时间， 相继拿下了
经济管理专业、 内燃机车与运用
专业、 铁道机车车辆专业等大专
学历和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
业本科学历。 2014年5月 ， 面对
机车溜逸事件频发的实际， 他积
极走访运用、 整备及相关科室了
解情况 ， 发现机车止轮器在领
取、 放置、 撤除、 归还等四个环
节均通过人工操作来完成， 其不
可控因素依然存在。 为破解这一
难题， 他应用所学知识， 提出以
“机控+人控 ” 的模式 ， 研制完
成了 《机车防溜自动监测预警系
统》， 采用灯光和语音报警方式，
提醒司乘人员防溜设置， 实现了
机车防溜作业实时在线监控和预
警， 推动机车防溜实现自动化控
制， 有效防止机车溜逸的发生。
经局评审委员会评审， 该技术达
到局内领先水平。

朱高岭常说 ， 干好创新工
作， 就要有 “三不怕” 的精神，
即 “不怕水平低， 不怕技术含量
低， 不怕成果小”。 在他的引领
下， 丰台机务段近年来成立段、

车间、 班组三级科技管理模式，
建立 《科技创新工作管理办法》，
修订《科技奖励实施细则》，设立
科技成果奖、技术创新奖、合建技
改成果奖等奖励措施， 形成了一
支以40余名技术骨干为支撑的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 在规范创新工
作日常管理的同时， 使干部职工
参与创新工作的热情得到进一步
激发。仅今年，他们就完成了技术
改进118项，创新攻关12项，节支
增效1800万元， 真正做到了依靠
科技创新实现了提质增效。

从曾经面临难题不解决不罢
休的新手， 到现在技艺精湛经验
丰富的创新 “领军人”， 朱高岭
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