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密云消防支队班长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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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通讯员 饶继猛/摄

从“菜鸟”成长为消防业务骨干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记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妇联主任王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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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2018年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获得者、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妇联
主任王爱文2010年开始做基层妇
联工作， 一人承担起妇女儿童领
域市区级十余个部门的任务， 正
是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她 “穿针引线” 为辖区妇女儿童
办实事 ， 带领社区把 “妇女之
家” 建设得有模有样， 赢得前来
“暗访” 的全国妇联领导的高度
评价。 工作中风风火火、 爽朗爱
笑 ， 但谈到自己 ， 她却有点害
羞： “我的活儿太平淡了， 没有
轰轰烈烈的地方。”

不愿等“馅饼”主动
出击争取支持

本月将迎来51岁生日的王爱
文1983年参加工作， 35年来一直
没有离开过东花市街道办事处，
2010年开始接触妇联工作。

最开始领导安排她负责妇
联， 她有点懵： 妇联是做什么的
啊， 还以为每年就在 “三八” 和
“六一” 忙上几天。 真正干起来，
她才知道这项工作完全不像想象
中那么容易轻松， 从调研慰问、
权益保护， 到关爱联谊、 争先创
优、 巧娘工作室管理， 乃至统计
宣传、 办公室的活儿都由她一人
完成 。 除了完成上级交予的任
务， 布置、 组织活动外， 她还要
撰写各类总结、 报表和调研表，
忙得像个陀螺。

前些年 ， 妇联没有多少经
费， 要办活动、 建设施， 王爱文
不愿等 “天上掉馅饼”， 而是主
动出击 ， 争取领导的关注和认
可， 找一遍不行就三遍四遍， 反
复推介自己的思路和项目重要
性。 在街道的支持下， 她带领社
区妇联办起一个又一个活动， 评
比好邻居、 慰问特困妇女、 维权
周法律服务宣传、 禁毒教育、 乳
腺癌讲座、 每周法律免费咨询、
开办爱心编织班、 各种文体活动
等， 很多已形成固定品牌， 办得
有声有色。

今年 “三八” 妇女节前， 她

组织社区妇女手工制作活动， 大
家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缝制樱花
袋， 做好后送给附近的孤寡、 困
难老人。 一场活动下来， 大家都
很高兴。 枣苑社区巧娘工作室成
立后， 她又琢磨着3月到9月要举
办8场活动， 把工作室的作用充
分发挥出来。

家长不出社区就能
享受免费活动

阳光洒在 50平方米的房间
里， 老师在为十几个幼儿讲解绘
本故事， 配合着穿插使用墙上液
晶电视的播放课件， 年轻的妈妈
们微笑地坐在后面聆听。 讲完故
事， 孩子们就分散到房间里的书
架边 ， 选出一两本感兴趣的图
书， 坐在小椅子上津津有味地阅
读起来。

这个场景， 每周都会发生在
东花市街道广渠门外南里社区的
“儿童之家” 里。 家长不用出社
区， 也不必花费一分钱， 就能带
着孩子在这里呆上一天， 静静地
享受阅读的乐趣， 甚至不必全程
陪伴， 因为专业的工作人员会安

排活动内容。
参加过三天的活动后， 5岁

女孩小天的妈妈赵女士特意在
“儿童之家” 微信群里向老师道
谢： “看见宝贝和小朋友一起认
真听故事， 一起读书， 回家后主
动给我和她爸爸完整复述出来，
我的心里真是比喝了蜜还要甜。
‘儿童之家’ 真是太方便家长了，
谢谢你们的安排。”

每每看到家长满意的笑脸，
听到他们的夸奖， 王爱文都很兴
奋， 成就感油然而生， 因为这个
“儿童之家” 就是她在街道的支
持下建好的。

学龄前儿童几乎全天生活在
家庭和社区里， 即使上了学， 儿
童至少也有很多空闲时间会在社
区度过。 民政、 妇联等部门近年
来把建立保护和服务儿童的社区
平台、 打通为儿童服务的 “最后
一公里 ”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
容， 各地纷纷建立 “儿童之家”。

根据规定， 社区建立的 “儿
童之家” 一般不少于30平方米。
但是受到辖区面积小的影响， 东
城区很多 “儿童之家” 能建立就
已不易， 建好的往往只能 “一室

多用”。
王爱文没有抱怨客观因素的

制约， 而是积极寻求到街道的扶
持 ， 腾挪出紧张的办公用房 ，
2017年， 在街道领导的支持下 ，
一口气在广渠门外南里社区、 东
花市南里社区和花市枣苑社区建
成三个 “儿童之家”。 前两个的
面积还达到50多平方米， 极大扩
展了儿童的活动半径， 让很多家
长直接受益。

配齐儿童专用桌椅， 铺设木
地板 ， 买来上千册图书分类摆
放， 挂上液晶电视……硬件设施
达标后， 如何发挥 “儿童之家”
的最大效应， 吸引家长带孩子前
来， 王爱文又动起了脑筋。

经过一番考察， 并听过几次
试讲后， 她选择了一家社会服务
组织进驻 ， 由对方提供专业师
资， 从周二到周日每天举办故事
会 、 手工制作等适合儿童的活
动 ， 活动结束孩子可以留下看
书。每次活动都会提前发布微信，
只要家长报名就能免费参加。

“每多建一个， 就要多担心
一处， 心就多受一份累。” 虽然
有社会组织负责 “儿童之家” 的
运行， 但王爱文无法做到 “大撒
把”， 儿童的意外防护、 场地的
管理、 消防安全、 课程安排……
林林总总她都要考虑 ， 都要留
神 ， 但她累并快乐着 。 每月过
完， 她还要求对方报一个月的统
计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不到一年，几个“儿童之家”
的名气就打出来， 每月前来参加
活动的客流达到两三百人次 ，比
如广渠门外南里社区“儿童之家”
2017年11月就接待了活动参与者
258人次。家长王娟说：“这里的两
位老师每周都准备故事、 游戏和
手工，孩子非常喜欢来玩。 ”

为街道 “三级联创”
连续上光荣榜出力

从接手妇联工作以来， 王爱
文就有一个小本本， 上面密密麻
麻记录着每次妇联活动的支出和

上级拨付的经费信息， 一笔一笔
清晰明了。 “这不是会计的活儿
吗 ？” 听到记者的话 ， 她乐了 ：
“有了这个账本， 每笔账都能与
财务那边对得上， 经费的去向都
能心中有数， 多踏实。”

东花市街道下设8个社区 ，
面对十余个专兼职社区妇联干
部， 她在工作上要求明确， 把规
定和执行内容都放在明面上， 比
如要求各社区把 “妇女之家” 的
牌子、 经费和管理制度全部上墙
悬挂， 不能搁在角落里； 组织群
众参加活动时要在现场拍照片发
回来， 既相当于 “打卡”， 又留
了活动资料， 还从现场人数中观
察出其组织能力。

同时 ， 她在管理上颇费心
思， 尽量根据各人的特点、 优势
来布置工作。 有的人能说， 就安
排与发言相关的任务； 有的人善
写， 就让其当 “笔杆子”； 有的
人组织能力强， 有组织参加活动
的任务就让其负责……做得好的
在季度会上予以表扬， 充分调动
出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因此基
层对工作的配合和执行度很高。

“三级联创”是北京市近年来
开展的以争创党建工作先进区、
“五个好”街道工委和“五星级”社
区党组织为内容的社区党建活
动。 东花市街道“三级联创”工作
连续几年在东城区排名前五，妇
联工作正是考核评价体系中的一
项。 说到能为街道光荣上榜出份
力，她的话语间自豪满满。

2016年12月， 全国妇联书记
处书记谭琳与全国妇联权益部工
作人员一行来到东花市南里社区
“妇女之家 ”， 一番 “暗访 ” 下
来， 对这里的妇联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 。 可事先王爱文并不知
情， 也无法提前做准备， 凭的完
全是日常工作有序、 到位。

没有什么波澜起伏， 日复一
日的平淡， 浇不灭王爱文对工作
的热情和耐心。 上级的肯定， 群
众的夸赞， 让她更加有底气、 有
动力， 继续多办实事， 为辖区妇
女儿童创设一片和谐天地。

带着对消防部队的憧憬 ，
2009年， 范阳从四川绵竹应征入
伍。 9年来 ， 他从文化不合格 、
军事不突出的 “菜鸟”， 成长为
基层中队的业务骨干力量。

当兵， 一直是范阳从小的梦
想。 2011年，已是上等兵的范阳被
队里推荐报考军校， 但这正是他
从军的路上第一次受到了 “冲
击”。 他在考试中文化不及格、军
事素质也不突出而落榜。

此前， 作为一名消防车驾驶
员 ， 警 铃 响 起 ， 范 阳 只 需 迅
速 登 车 ， 发动消防车 ， 安全抵
达指定事故地点即可。 但既要做
一名优秀的驾驶员， 又要当一名
合格的战斗员， 范阳掌握的技能
远远不够。

因为一直是驾驶员， 操课训
练内容和战斗员也有所不同， 所
以他要把自己落下的训练科目补

回来。 业务是基础， 范阳先从自
己备防的那辆车开始熟悉。 当时
的泡沫消防车属于抢险车， 整车
有各类特种器材共计100余件 ，
要想将所有器材的性能完全掌

握，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
平日里抽时间对照各类器材说明
书专心研究， 多跟器材打交道、
打照面， 一有什么装备上不懂的
疑问，他就向老班长请教。有时候

问题多，还得备上一个小本子。
同时 ， 他还加强了体能训

练。 练跑步， 他在腿上绑上沙袋
坚持 。 练技能 ， 他反复练四五
次。 除去规定的训练， 范阳还给
自己 “加餐”， 每天坚持1个5公
里、 100个俯卧撑、 100个杠铃深
蹲 、 100个仰卧起坐 。 渐渐地 ，
最初不被看好的他， 竟然成了队
里的业务尖子。

2013年 ， 范阳被任命为班
长。 同年， 他主动请战， 代表中
队参加北京消防总队举行的执勤
岗位练兵大比武。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范阳取得全总队驾
驶员岗位大比武第一名的成绩，
初露锋芒。 在全总队官兵面前，
范阳第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真切感受到了不懈努力、 拼搏奋
斗带给他的成就感。 之后， 他接
连多次在总队、 支队组织的练兵

竞赛中夺得名次， 迅速成长为基
层中队的骨干和尖刀， 并被上级
领导表彰， 予以立功。

从量变到质变， 谁也不知道
背后发生了什么， 但是范阳很清
楚。 “身上经常是青一块、 紫一
块， 晚上睡觉翻身都会感觉到难
受。 手上的老茧揪掉一层又长一
层， 双腿疼得直打摆子， 走不动
路。” 每次都是硬咬着牙关挺了
过来， 但范阳看到自己的成长进
步， 流血流汗也值当。

2015年 ， 机会再次来敲门 ，
因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范阳得
以保送入军校 。 为了当初的梦
想， 范阳用3年的摸爬滚打来浇
灌。 现在， 作为一名实习学员，
范阳回到了当初让他成长的密云
消防支队， 担任班长骨干集训队
教官。 一步步的成长蜕变， 范阳
用实际行动来诠释。

一年建3个社区“儿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