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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北京已经进入了数九严寒天气， 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但天气极寒， 人心却不寒。 去年底
以来， 以 “暖心驿站” “工会服务站” “爱心店铺” 为代表的一批爱心机构单位， 纷纷出手， 敞开大门， 传递温暖，
关爱户外劳动者。 爱在冬季， 暖在人心。 户外劳动者对这些暖心之举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们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
议？ 暖心服务如何更加普遍、 贴心？ 本报记者到西城、 东城、 朝阳等城区进行了实地探访调查———

□本报记者 陈曦 刘欣欣 边磊 白莹/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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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明星”包子店

欢迎环卫工人歇脚

早上10点， 庆丰包子铺月坛
店里， 身穿橙黄色工作服的环卫
工人王俊青正在这里享受他一天
中难得的闲暇时光。 杯子里的水
喝完了 ， 他还没来得及去拿水
壶， 眼疾手快的服务员已经给他
倒满了。

“我们早晨4点就起来了 ，
干这一上午， 就这么一会休息的
时间。 能喝口热水， 有个暖和地
方歇脚， 特知足。” 王俊青告诉
记者， 老家在河南， 他来北京已
经8年， 一直从事环卫工作。 目
前， 负责打扫月坛北小街到二环
路间的马路。

王俊青说， 他几乎每天都要
“光顾” 庆丰包子铺月坛店， 服
务员们对他很好。 “每次我来，
她们都会跟我说 ‘欢迎光临 ’。
除了热水和暖和的休息场所。 店
里的文化书籍和刊物我们也可以
看。 店里来了新的菜品， 也会让
我们免费品尝。 这不， 前两天他
们还送了一副新年挂历给我。”

记者了解到， 庆丰包子铺隶
属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 月坛店
更是其中的 “明星店”。 每到饭
点， 店里都是顾客满门， 而这从
来 没 有 成 为 阻 挡 环 卫 工 人 进
门 的 原因 。 为了能让他们及时
喝上热水， 店里将普通的热水壶
换成了电暖壶， 几分钟就能烧开
一壶水。

“虽然在外人看来， 是我们
在帮助这些环卫工人 ， 可实际
上， 他们也在帮助我们。” 庆丰
包子月坛店经理贺媛丽告诉记
者， “前几天， 王俊青师傅在为
我们收集 、 倾倒垃圾的时候发
现 ， 我们店里的垃圾分类有问
题， 然后提了出来。 我们一查才
发现， 是一位新来的员工因为不
太懂垃圾分类， 搞错了。 于是，
我们就加强了这方面的培训力
度。”

“企业， 无论大小， 都是社
会的一部分， 应该为社会做出贡
献， 承担起社会责任。 2014年，
我们店发出倡议后， 现在， 庆丰
新开的店铺， 第一锅的包子都会
送给弱势群体。 现在， 我们店也
愿意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驿
站。” 贺媛丽自豪地说。

职工接待室
变身多功能暖室

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内， 沙
发、 茶几、 储屋柜、 桌子、 桶装
水、 微波炉、 电烧水壶、 暖壶、
暖气、 空调一应俱全。 这里是东
城区东华门街道工会服务站的职
工接待室， 从2016年起， 就面向
户外工作者开放。 环卫、 保安、
快递小哥在工作之余， 多了一个
落脚点。

一走进东华门街道工会服务
站， 就感受到热气腾腾的暖意。
卫生间向户外工作者开放， 职工
接待室同时是职工休息室。 户外

工作者都可随意进出， 没有人阻
拦。 但实际上， 最受欢迎的是免
费WIFI， 智能手机的时代 ， 有
网络， 就可以收发信息， 下载个
什么东西也都方便。

“2016年6月 ， 区里下发了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的通
知》， 我们就着手做了这项工作，
根据现实情况， 把职工接待室改
造成驿站 。 周边一直有环卫工
人， 冬夏无处可去。 有一次他们
过来问能不能接杯水， 我们觉得
这也确实是户外工作者真正需要
的。 于是直接把房间改造成工会
驿站， 还进行了宣传， 为扩大宣
传面， 我们做了展板在宣传栏展
示。” 东华门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赵祎说： “之后附近的环卫工人
就偶尔过来喝杯水。”

来工会驿站休息的户外工作
者都比较分散， 不会集中出现。
工会工作人员在满足户外工作者
需要的同时， 尽量让他们感觉就
在自己的地盘儿， 自由自在。 工
会服务站的职工书屋也向户外工
作者敞开大门， 想要读书也是十
分方便。

“大家都很忙， 很少有长时
间来休息的 ， 尤其是快递小哥
儿， 简直是争分夺秒。” 工会服
务站工作人员葛婧说 ， 去年以
来， 全市开展封堵开墙打洞、 中
心城区架空线入地工程 ， 施工
时， 经常有施工人员来休息。 但
是他们很少停留， 就是工程衔接
的间隙， 进来暖和一下， 外边一
有人喊， 立刻出去开始工作。

爱心驿站“走出去”
服务在京农民工

早在2016年， 朝阳区劲松街
道总工会就积极准备， 围绕保障
和改善户外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条
件， 重点解决饮水、 就餐、 如厕
和休息等实际问题， 配备基本设
施设备， 包括卫生间、 桌椅、 饮
水机、 微波炉、 应急医药箱等。

劲松街道工会服务站常务副
站长陈亮告诉记者， 他们设立的
“爱心驿站” “户外劳动者歇脚
点” 等设施， 至今已有100多位
户外劳动者得到了暖心服务。 除
了 “请进来”， 他们还主动 “走
出去” 服务在京农民工。 自去年
6月， 劲松街道总工会设立了家
政从业人员培训基地， 半年的时
间共为245人次农民工提供培训。

“通过这个平台， 所有培训
过的农民工， 基本上都能就业。”
陈亮介绍说， 由于场地限制， 每
次开班前桌椅、 器材等都要重新
搬运、 摆放、 安装。

除了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服务
外， 劲松街道总工会还在今年1
月1日举办了劲松第六届在京农
民工慰问联欢会。 共有来自多个
单位的66位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孩
子参加， 大家有说有笑， 互祝新
年快乐， 一起包饺子会餐， 欢声
笑语不断。

当天， 劲松街道总工会还为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
人员送去了热腾腾的饺子与精品

茶叶。
陈亮表示， 今后， 劲松工会

将持续开展此类走访慰问活动，
为在京工作的来京务工人员送去
政府与工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
为各单位职工会员做好 “娘家
人”， 为有需要的市民或各类人
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建议】
更多一点 标识更明显一点

“户外劳动者服务点我用
过， 很不错， 开水、 卫生间什么
都有。” 陈宏是安徽人， 来北京8
年了， 从刚到北京就在一家保洁
队工作， 负责无物业的小区内的
保洁工作。

他告诉记者，去年冬天，他曾
经到工会设立的爱心驿站歇过
脚，因为天气太冷，手都冻僵了，
他还在那里接了开水，用来暖手。
当记者问到对服务点的建议，陈
宏仔细地想了想说：“希望服务点
能够再多些， 让我们更多的同事
都能够更快地到达服务点， 享受
到工会组织带来的温暖。 ”

“有一次， 我偶然闯进过一
家暖心驿站。” 送餐小哥张兵告
诉记者， 因为那天出门的时候喝
水有点多， 送餐途中想上厕所，
看到一位的哥从一家 “暖心驿
站 ” 里走出来 ， 还端着一杯热
水， 他就想进去问问， 周围哪里
有公共厕所， 结果， 工作人员告
诉他 ， 驿站里就有 ， 可以用 。
“我还挺高兴， 歪打正着了。”

“这个暖心驿站真是挺好
的， 听工作人员说， 很多地方都
有。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全市满处
跑， 可是我在别的地方却没有看
到。 希望这个驿站能开在明显的
地方， 标识也明显一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
的， 我觉得那就是冰箱了。” 东
华门附近工作的停车管理员张建
设告诉记者。

东华门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每一季度向
职工发放一回问卷， 每次内容都
有调整 ， 就是想了解职工的需
求。 通过问卷调查， 他们确实发
现有职工反映， 夏天食物不易保
存的问题。

“像我们经常带饭的人， 这
里的微波炉确实提供了方便， 饭
菜几分钟就热好了。 但是夏天就
不行了， 带的饭菜放上半天， 即
使不坏， 也不新鲜了。 如果有个
冰箱 ，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
张建设说。

【响应】
升级服务 扩大覆盖

“我们的暖心驿站是一项长
效的服务机制。” 西城区总工会
副主席许畅说， 西城区总工会将
为每家驿站进行专项拨款， 用于
购 置 驿 站 内 所 必 需 的 标 准 化
配 置 ， 包 括 暖 水 壶 、 一 次 性
水 杯 、 桌椅等 。 同时为地区户
外工作者开展 “四送” 活动， 包
括送帽子、 手套、 暖手宝、 棉鞋
等防寒物资。 此外， 西城区总工
会还将和高德地图合作， 职工可
在高德地图APP上查看 “驿站地
图”， 了解各家驿站地址及开放
时间。

东城区17个街道工会也已经
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 今年， 东
城区将全面规范这一工作， 统一
名称和标识， 扩大宣传范围， 提
高知晓率， 让更多的户外工作者
在工作之余有处落脚。

记者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
到， 2016年北京市总工会已经制
定并下发了 《关于户外劳动者服
务站点建设的工作方案》， 将全
市355家工会服务站和17家区职
工服务中心建成为户外劳动者服
务的 “主阵地”， 重点解决他们
的饮水、 就餐、 如厕、 休息等实
际问题。

与此同时， 各级工会还在摸
排本地区户外劳动者的具体情
况， 掌握职业作息习惯和生产生
活需求， 根据户外劳动者生物钟
安排服务力量、 调整服务时间。
户外劳动者在服务站点享受服务
后还可通过北京工会12351手机
APP对服务进行评价。

据了解， 全国总工会也在全
国推动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建
设工作， 要求服务站点尽量临街
靠路、 标识鲜明， 确保户外劳动
者能在较短时间内到达。 同时，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发动学校、
银行、 医院、 酒店、 连锁超市等
爱心企事业单位参与， 共同建设
服务站点。

严寒天气下， 是他们在关爱户外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