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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伤职工筑起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董文民
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副调研员

“董老师， 太感谢您了， 这下我
爸爸终于能看上病了 ！ 太谢谢了 ！”
说这话的人是小李， 在董文民的办公
室里， 小李眼中含着泪花， 握着他的
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没有什么可值得感谢的。” 董文民语气
轻松， 向记者讲起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几个月前 ， 董文民第一次见到小李 ，
那时小李整个人看起来都很紧张， 表
情暗淡。

原来， 小李的父亲1994年在工作
时， 被单位的叉车撞伤， 造成创伤性
颈椎病， 被认定为工伤。 去年， 小李
的父亲被认定为因工伤而导致了四肢
功能障碍。 然而， 到医院就诊时， 挂
号后并没有显示工伤。

“系统如果显示工伤的话， 看病
的钱就能报销了 ， 但没有显示工伤 ，
就只能按基本医疗走， 很大一部分报
销不了了。” 小李向记者解释说， 为此
他多次找到医院、 相关部门， 可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 小李找到了董文民。 董文
民先是到各个部门了解具体情况， 确

定了小李父亲工伤的事实， 但因为年
代久远， 当时的档案并没有纳入系统
管理中。 很快， 董文民经过协调， 把
小李父亲的档案录入系统。 可是， 在
医院挂号时， 仍然无法显示小李父亲
为工伤。

董文民又开始和社保、 医保两个
系统的软件维护公司联系。 两家软件
公司查找后， 并没有发现问题， 找来
找去找不到症结所在。 董文民多次进
行沟通，从认定环节、鉴定环节和数据
推送等方面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推理。

最终， 两个系统之间， 数据不能
共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小李的父亲
终于能够按照工伤待遇在医院挂号 、
就医， 小李和家人都对董文民表示了
感激之情。

工伤保险工作是政策性非常强的
岗位， 董文民不仅自身努力研究本职
业务， 帮助职工维护自身权益外， 还
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 落实工伤保
险有关政策。

认真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事故调
查规定》， 积极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做好调查事前的

准备，事中做到细心、耐心，事后做好及
时总结。 “做好事前、 事中、 事后工
作， 为工伤职工筑起一道防线。”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安全监管总局、
全国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
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 结合北京市实
际情况， 贯彻落实建筑业参加工伤保
险有关工作， 同时， 建立起了定期联
席会议机制和参保通报机制， 及时召
开会议对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情况进
行沟通和讨论， 根据参保情况及时下
发建筑业参保通报， 有效推进建筑业
参保工作。

此外， 董文民还负责支部的党建
工作， 在制定计划、 抓督促落实和检
验效果上下功夫， 把党建工作贯穿于
各项工作始终 ， 注重 抓 好 责 任 制 的
落细落小落实环节 ， 认真落实清单

化明责、 痕迹化履责、 台账化记责三
项机制。

近年来， 董文民还积极参与了调
整工伤保险费率工作， 使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更加科学、 合理。 在参保扩面
方面， 参与组织了开展工伤保险集中
宣传活动， 促进工伤保险参保扩面工
作。 在工伤认定方面， 能够与各区共
同研究疑难案例 ， 积极参与市高法 、
市政府法制办等部门沟通， 多举措做
好工伤认定工作。

董文民告诉记者， 2017年， 全市
共认定工伤2万余人 。 在工伤待遇方
面 ， 进一步提高工伤保险定期待遇 。
2017年12月底， 本市工伤职工人均伤
残津贴、 护理费、 供养亲属抚恤金水
平居全国前列。 因为这些成绩， 2017
年他被市政府表彰为安全生产先进
个人 。

□本报记者 陈曦

当好院士的“勤务兵”

葛莉
市人社局专家与博士工作处工作人员

“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丰富最顶尖
的人才智力资源， 全国近一半的院士
工作和生活在这里， 但很长一段时间，
市属院士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却一直处
于低位 。 但是现在 ， 通 过 我 们 的 努
力 ， 北京丰富的院士资源已经向我
们敞开了大门 。”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专家与博士工作处葛莉自
豪地说。

葛莉介绍说 ， 2011年底的时候 ，
全国有1497名两院院士， 而市属院士
仅有11人， 其中80岁以上的资深院士
就占了多一半。 这已直接影响到我市
重点学科建设、 重大项目引进和高端
人才培养等工作。

为了尽快改变我市高端领军人才
短缺的局面， 满足高端、 高效、 高辐
射力产业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完善高
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从2011年起， 葛
莉和同事们开展了大量走访和调研 。
终于， 在2012年底， 经北京市政府批
准， “北京学者计划” 正式实施了。

随后， 为了让这项高端领军人才
的选拔培养工程落到实处， 葛莉和同
事们着手组织了北京学者计划专家委
员会， 邀请院士担任委员， 共同对北
京学者进行培养。

“那段时间确实非常忙碌和艰辛，
每天都在跟院士联系。 有时候是通过
电话、 邮件联络， 有时候是登门拜访。
如果院士在外地， 我们也会乘火车前
往。 最初， 很多院士不明白我们在做
什么， 甚至不知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是市政府负责高端人才管
理单位 ， 我们就耐心地给他们介绍 、
说明。” 葛莉说。

葛莉和同事们的坚持， 终于成功
打动了86位院士。 他们加入北京学者
计划专家委员会后 ， 北 京 高 端 人 才
有 了 顶 配 版 的 “导 师 团 ” 。 葛莉兴
奋地表示。

与院士的紧密联系和沟通激发了
院士们的首都情怀和对基层发展的关
心。 2014年， 在葛莉的推动和邀请下，
58位院士走进怀柔建言献策， 由此创
立了影响深远的 “院士行” 工作品牌。
4年来， 170余位院士应邀先后走进怀
柔、 通州、 大兴、 丰台以及保定、 张
家口、 十堰、 咸宁、 昆明， 为当地产
业升级、 精准扶贫问诊把脉。 所到之
处， 无不心手相牵、 情谊相连。

院士在为北京快速发展做贡献的
同时， 北京也没忘记辛勤奉献的院士
们。 2013年， 北京市与科学院、 工程

院分别发布了 “院市人才服务与合作
计划 ”， 提出共建 “首都院士之家 ”，
院士的服务热线就设在了葛莉的办公
桌上。

举办首都院士专家联谊活动、 开
展院士专项体检活动、 联系医院顶级
专家帮助突发脑溢血的院士会诊……
葛莉和同事们绞尽脑汁的为这些科学
家们服务， “有事找葛莉” 这句话也
悄悄在院士间流传开来。

2016年， 院士大会期间， 中国工
程院黄其励院士因为自己一件 “老大
难”， 找到了也在参加会议的葛莉。

黄其励院士是1941年生人， 我国
蒸汽工程专家。 之前， 他在国家电网
公司所属东北电网有限 公司任职 。
2014年经公司党组批准， 他的工作及
档案关系正式调入国家电网公司总部。
在调入过程中， 因北京的社保系统无

法为超过60岁的人办理缴费手续， 所
以他的社保仍在辽宁省缴费， 这就为
他就医、 报销带来了很多不便。

“虽然黄院士找到我的时候， 仅
仅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但他作为早
年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多年来始
终工作在一线， 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
献， 我就要不遗余力的帮助他解决这
个难题。” 葛莉说， 为此， 他们联系了
相关部门， 终于在2016年年底将黄其
励院士的社保转入了北京， 解决了黄
院士的后顾之忧， 也间接推动了相关
社保政策的完善。

葛莉常说， 院士作为一名科学家，
是国家的财富、 民族的光荣、 人民的
骄傲 ， 院士的每一件事都是她必达
的使命。 “我要当好院士的勤务兵 、
贴心人， 为首都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架
桥铺路。”

“我要当好院士的勤务兵、 贴心人， 为首都高端人才队伍
建设架桥铺路。”

“做好事前、 事中、 事后工作， 为工伤职工筑起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