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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陈振海

密云蔡家洼党组织引领村民家门口就业
早晨天刚蒙蒙亮， 密云区蔡

家洼村70多位村民， 便忙着给农
业园区基地的月季、 玫瑰剪枝 、
浇水。 “1600余亩的月季、 玫瑰
等各种花卉， ５月份已经相继开
花， 游客渐渐多了起来， 去年就
接待了20余万人。” 农业园区负
责人余全忠信心满满地说。

村民有活干， 组织是关键，
蔡家洼村把握机遇， 充分发挥党
组 织 引 领 作 用 ， 立 足 地 区 产
业 发 展和农民就业增收 ， 找准
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 实现了有
劳动能力 、 有就业愿望的村民
100%就业。

近年来， 密云区镇两级党委
坚持选优配强村级班子， 不断夯
实基层党建、 力促乡村振兴。 蔡
家洼村党委按照 “党建引领、 规
划先行、 产业支撑、 农民就业”
的发展思路， 将党建工作、 产业
发展和农民就业有效衔接， 大力

推动土地流转起来、 资产经营起
来、 农民组织起来， 先后建设成
3000 多 亩 果 园 、 200 亩 菜 园 、
2500亩玫瑰花园 、 400亩现代观
光工业园， 形成了一、 二、 三产
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蔡家洼村党委副书记葛波介
绍， 村党委为深入发挥党组织引
领作用， 在产业园区内建立7个
党支部、 6个党小组， 聚集党员
98名， 初步形成了以村级党委为
核心， 产业党组织为支撑， 专业
党小组为基础的组织体系， 为服
务企业、 服务党员、 服务村民提
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与此同时， 该村党委以培养
新型农民为核心， 根据党员群众
需求开展课堂培训、 实地教学、
外出参观等形式多样的技术培
训。 去年共培训2500人次， 进一
步使村民掌握了实用技术， 提高
了就业技能。

“我以前在密云城里超市上
班， 现在孩子上学了， 来回跑太
远了， 回村后别的活也不会干 ，
就参加了村里办的园艺师培训
班， 当起玫瑰情园里的 ‘护花使
者’， 离家近收入也不少， 还能
照顾孩子。” 30岁出头的王洋高
兴地说， 村里不少姐妹都在本村
上班， 分布在本村的玫瑰情园、
农业园区、 工业园区、 供热公司
等行业， 只要勤快肯干， 不出村
就能找到工作。

几年来， 蔡家洼村党委始终
坚定依靠党组织引领， 把工作渗
透到项目、 融入到产业、 覆盖到
每个党员和全体群众， 让村民实
现在家门口就业。 截至目前， 全
村2000多人， 在本村就业的就有
700余人， 同时吸纳邻村村民就
业1000多人。 2017年， 蔡家洼村
党委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
为 “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让党组织“软工程”变成农民就业“硬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闫长禄/文 彭程/摄

“食堂的饭菜不仅价格合
理， 口味也不错， 我们很满意。”
家住房山区城关街道田各庄村的
王大爷说， 儿女不在家， 许多老
人吃饭成了难题， 老人消费能力
有限， 让外面的餐馆送餐嫌贵。
而在福康大食堂吃饭， 一顿午餐
只需花10元 ， 就能吃上肉片腐
竹、 醋溜白菜、 肉丝蒜苔……荤
素搭配吃着放心。

自掏腰包开办大食堂

临近中午12点， 食堂内25张
餐桌几乎全部坐满， 来自村里的
老人们坐在一起， 一边用餐一边
愉快聊天。 记者了解到， 田各庄
村村民王大爷口中称赞的 “福康
大食堂” 是由北京燕顺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振江开办的
“助老食堂”。

谈起开办食堂的初衷， 张振
江说去年他和村民聊天时得知，
由于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工作，
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自己做
饭， 在做饭时有的不慎摔伤， 有
的忘记关掉煤气。 “尤其是一些
上了年纪的老人吃饭成大问题，
于是我和村委会商量， 自掏腰包
开办大食堂 ， 方便村民吃饭 。”
张振江感慨地说， “作为土生土
长的田各庄村民， 在党的改革开
放政策扶持下， 我创办了公司，
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现在我
必须为村民做点实事。”

张振江介绍 ， 大食堂占地
300平方米， 总投资100余万元，
设置了25张餐桌， 可同时为100
名老人提供就餐服务。 从半年前
的选址筹备到今年4月底食堂正
式开业， 每天就餐点一到， 村里
老人们便接二连三来到食堂排起
长队， 花上几元钱就能吃上一顿
丰盛饭菜。

免费为80岁以上老人充值

记者看到， 老人们在大食堂
均持卡就餐。 值得一提的是， 为
补助老人， 张振江每月还为村里
80岁至90岁的老人饭卡里免费充
值100元， 9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
充值200元。

68岁的村民张大妈非常感谢
张振江在村里开办的大食堂， 她
的母亲已有88岁高龄， 平时离不
开人照顾 ， 一日三餐成了大难
题。 自从食堂开业那天起， 她每
天都来买饭菜。 记者帮张大妈算
了一笔账， 一个馒头8毛钱， 一
个花卷8毛钱， 一份肉末豇豆3块
钱， 一份肉丝蒜苔5块钱， 张大
妈和老母亲的午餐只花了不到10
元钱。

“村里的老人们有些担忧，
大伙觉得好事不会长久。” 张大
妈说， 一个多月过去了， 食堂依
然红火 ， 补助按时发放 ， 慢慢
地， 老人们也打消了顾虑。

老人可向食堂提建议

记者看到， 大食堂内配有电
视机、 洗手间、 饮水机， 老人们
可随时免费使用。 在口味上， 食
堂所列菜谱都偏清淡， 每天8个
菜不重样。 此外， 食堂一直在收
集老人们的建议。 张振江说， 在
大食堂 ， 如果来吃饭的老人有
高 血压 、 糖尿病等老年人常见
病 ， 都可以提前跟食堂服务员
“打招呼”。

在这里， 老人们可以单独跟
服务员 “提建议”， 让饭菜的种
类更加丰富。 食堂服务员徐宝贝
说 ， 食堂的菜都是当天现买现
做 ， 根据老年人的口味研究菜
品， 荤素搭配， 菜单每天公示。

“自从有了大食堂， 我一日
三餐都在这里吃。 不仅自己不用
做饭， 而且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很
热闹 。” 村民赵大爷高兴地说 ，
“大食堂还设了一处寿宴厅， 等
我生日时， 就在这里办。”

近日， 在崇外大街西侧新建
的五个古香古色的文化健身园
中，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西唐、葱
店社区举办了一场民俗运动会。

据体育馆路街道城管执法队
副队长李博介绍， 整治前的崇文
门外大街西侧曾有连片违建， 用
于经营洗车房、 饭馆以及各种日
杂商品 。 整治后的崇外大街西
侧， 沿大街因地制宜建起五大乐
园， 供附近居民进行多项休闲娱
乐活动。

崇外大街西侧的五个文化健
身乐园青砖灰瓦、 雕漆红门， 充
满了中式园林风情。 “雅园为儿
童乐园， 地面是弹性的， 我们放
置了滑梯、 木马等玩具， 增添了

地区亲子空间 ； 趣园设置了棋
桌、 椅子， 让老邻居们可以在这
儿 ‘杀一盘’； 乐园里设有健身
器， 还有宽敞的空地供大家跳舞
跳操；畅园里设有很多长椅，让居
民可坐着拉家常； 宁园设有乒乓
球台，常有球友切磋。 ”体育馆路
街道文教卫体科科长王妍说。

地区居民表示， 地区环境的
明显提升不仅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质量， 健身乐园的免费开放也丰
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拉近
邻里间的距离。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已使用7.5年 、 发动机累计
运行23000小时、 到了大修节点
的铲运机， 仅仅30天的工期， 便
被6人组成的团队自主修复， 杏
山铁矿再一次发扬 “铁军 ” 精
神， 向企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据 了 解 ， 杏 山 铁 矿 5 号
1300G铲运机为美国卡特彼勒公
司生产 ， 原值约 230万元 ， 于
2010年10月投入生产。 为省去大
额 的 外 委 施 工 费 用 ， 同 时 历
练 设 备管理队伍 ， 处在大修节
点的杏山铁矿选择了自主维修，
并确定了30天的大修工期， 成立
了以机长邓立新为核心的6人大
修团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大修
的目标是对设备进行 “翻新 ”。
“以往单体设备大修， 基本的大
修 项 目 施 工 完 毕 后 ， 对 设 备
表 面 简单打磨进行喷漆 ， 漆干
了便投入作业。” 为了树立自主
大修的 “标杆”， 本次大修杏山
铁矿将所有可拆卸的备件全部拆

卸， 哪怕是一个螺丝都不放过。
邓立新表示 ， 为了把控检修质
量， 团队每拆卸一个部件都要进
行清洗、 打磨， 露出设备本色，
对关键点位进行测量， 留下检测
数据， 为后期部件的磨损提供依
据 ， 还要对日常维护不到的点
位、 死角进行全面清洗。 拆卸的
部件要分类码放， 确保回装时准
确无误。

在回装过程， 团队必须按照
流程先把发动机喷完漆回装， 方
能回装其他附属设备。 发动机各
部件形状各异， 维护难度大， 邓
立新和修理工张超常常是中午简
单吃口饭就投入工作， 一干就到
凌晨。 “一心就想把工作干好”，
这是参加大修人员共同的心声。
负责打磨设备的李红军对打磨下
来的粉末有过敏反应， 每天回家
身体都感觉瘙痒。 为了解决过敏
问题， 白天他就穿着雨衣作业。
当工期结束时， 大家见到了一台
崭新的机车。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及集
团成立35周年，近日，北京住总集
团举办“大学习、大调研、大目标、
大提升”主题论坛活动总决赛。

经过两次晋级选拔出的10组
选手轮番演讲， 选手有的聚焦国
家战略、 首都发展和集团定位，
提出乡村振兴， 建设产业新城的

规划思路； 有的聚焦打造基础设
施建设新平台、 绿色建筑产业集
团和全产业链平台的智慧方案；
还有的以集团京内外重点工程建
设者的身份诠释责任担当， 抒发
奋斗情怀。 最终， 来自住一公司
贵阳贵钢首钢5号地项目部的职
工安邦拔得头筹。

“助老食堂”让老人食无忧

崇外大街连片违建变健身乐园

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杏山铁矿自主修复美国铲运机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晓翠

６人团队３０天征服洋设备

住总职工论坛演讲话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