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东城区卫计委举办
的2018年东城区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记者从东城区卫计委了解到 ，
目前东城区已创建健康社区 、
健康单位、 健康餐厅、 健康食
堂、 健康步道、 健康小屋、 健
康主题公园等健康支持性环境
136个。

9月1日是第12个 “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日”， 根据国家行动
办公室的工作要求， 东城区将
在辖区开展为期一个月主题为
“三减三健， 全民行动” 的系列
宣传活动。 该活动旨在动员全
社会共同关注 “三减三健” 专
项活动， 倡导 “每个人是自己
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理念， 广
泛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知识，

提高公众健康素养。 截至目前，
东城区已创建健康社区、 健康
单位等健康支持性环境136个 。
同时， 今年上半年， 全区新培
养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227人，
12家社区顺利通过市级健康示
范社区验收。

启动仪式上进行了 “健康
骨骼” 老年防跌倒毛巾操展演。
今年已是第二年推广老年防跌
倒毛巾操， 在去年60支毛巾操
团队基础上， 与区民政部门合
作在各街道老年驿站中培养毛
巾操小教员， 大力推广老年防
跌倒毛巾操， 倡导 “科学健骨
预防跌倒 ” 健康骨骼行动。 同
时， 活动现场外围还设置了健
康咨询与展示区， 对参会人员
发放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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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唐诗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是昌平区
总工会维护职工与企业双方利
益， 把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在基层
的一个窗口。 记者从昌平区总工
会获悉， 今年以来， 昌平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共立案2160件， 涉及
职工2000多人， 调解成功304件，
履行金额9136013元。

拿到拖欠工资农民工安
心回家过年

昌平区总工会十分重视职工
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在
平时加强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
动协作， 督促各用工单位按时足
额发放工资，维护职工队伍稳定。

春节前夕， 11名农民工情绪
激动地来到昌平区总工会寻求帮
助 。 工人代表称 ， 他们一共42
人， 在昌平区某建筑工地辛苦工
作了近三个月， 却始终没有领到
工资。 临近春节， 他们连回家的
路费都没有。

昌平区领导得知这些情况后
极为重视， 指示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先期对农民工进行疏导和安
抚， 平复农民工情绪。 同时要求
调解中心立即进行立案， 帮助他
们追索欠薪。

当天下午3时许， 调解中心
的工作人员及志愿律师马不停蹄
地赶到了施工现场， 见到了工程
的负责人。 施工方提供了考勤记
录， 在对工人代表填写的 《劳动
争议调解申请书》、 身份证复印
件 及 授 权 委 托 书 等 书 面 材 料
进 行 详 细核实后 ， 调解中心的
工作人员确认42名申请人未领取
工资的事实。

当天晚上7时许， 资金全部

到位。 在调解中心工作人员的监
督下， 工程负责人现场将拖欠的
40多 万 元 工 资 足 额 发 放 给 42
名工人。

识别恶意讨薪为企业避
免损失

维护职工的利益， 同时也要
维护企业的利益。 某企业因要搬
迁， 职工不同意到新的工作地点
工作， 要求单位方支付双倍赔偿
金。 因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32名
职工遂堵住厂区大门， 致使工厂
运输原料及产品的车辆均不能通
行 。 企业求助电话打到调解中
心， 志愿律师与调解中心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到达厂区。

在耐心与职工解释 《劳动合
同法》 关于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
及违法解除经济赔偿金的法律条
件及法律适用， 最终8名职工同
意到新厂区工作， 另外24名职工
同 意 与 企 业 协 商 一 致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的
方式解决了劳动争议， 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

今年，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调解的一件劳动争议中， 为
农民工讨薪的同时， 还发现了一
些农民工恶意讨薪的行为， 为企
业避免了损失。

某天， 38名农民工来到昌平
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寻求帮助。
据工人代表说， 他们来自某公路
沙河段施工工地， 工作了三个月
可始终没有领到工资。 “我们了
解到， 工程的承包方并无资质，
并且存在恶意欠薪的问题。 施工
企业发现承包方欠薪的问题， 所
以 ， 部分工资没有向承包方支

付。”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娄小
东介绍， 经过调解， 最后施工企
业同意及时结算工人工资。 但发
现企业提供的拖欠人数与前来讨
薪的农民工人数相差很远。 经过
几番调查取证， 最后， 核查出12
名农民工属于恶意讨薪， 仅向其
余26名农民工发放工资。 同时 ，
施工企业的负责人也特别感谢调
解中心的工作人员， 给他们避免
了不必要的损失。

娄小东说： “看到他们欣慰
的笑容， 工作人员们加班加点辛
苦工作也是值得的。”

多元化服务为职工提供
法律咨询

昌平区开展多元化服务， 积
极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 区内某
企业职工家中突发火灾， 致其爱
人不幸离世。 原本和睦的家庭突
遭变故， 债台高筑， 官司缠身。
基层工会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建议该名职工到区劳动调解中心
寻求帮助。 经过了解核实， 调解
中心特向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申请 ， 为其办理了法律援
助， 解其燃眉之急。

多年来， 昌平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 “在
服务中维权， 在维权中服务” 的
工作特点， 为昌平地区的企业、
职工开启一扇便捷、 信赖之门，
加强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分析研
判， 及时发现和解决劳动关系矛
盾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努力
把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在基层、 解
决在萌芽状态， 凭着维护职工与
企业双方利益的公正之心， 化解
矛盾， 创造和谐。

今年成功调解300余件 履行金额近千万元
昌平把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海淀区扶贫协作考察
团前往新疆和田市， 先后调研了
海淀区先期援助项目建设情况，
分组赴七个深度贫困乡镇和所属
深度贫困村了解帮扶需求， 共同
研讨帮扶措施和工作重点， 并举
行了结对帮扶签约及捐赠援助资
金仪式。

在肖尔巴格乡阿克兰干村果
蔬保鲜库项目建设现场， 考察团
了解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收
入情况。 在古江巴格乡赛克散服
装加工厂扶贫车间调研时， 考察
团了解到在海淀区先期68万元扶
贫资金的帮扶下， 扶贫车间购置
了新设备， 吸纳了本村70多名家
庭妇女参加就业， 其中一半以上
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 ， 实现了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 的目标 ，
充分肯定了这种 “致富能手+扶
贫资金” 的扶贫车间帮扶模式。
考察团表示除了资金投入外， 还
要提供技术培训、 加工订单等帮
助。 在现场， 考察团与和田市商

定， 增加40万元拨付资金， 支持
该车间扩建场地， 并增建托儿设
施， 使女工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深度贫困乡镇结对帮扶签
约及捐赠援助资金仪式上， 海淀
区国资委、 八里庄街道等12家单
位与和田市吉亚乡、 玉龙喀什镇
等7个深度贫困乡镇签订了结对
帮扶协议， 并明确了各自结对帮
扶的深度贫困村； 北京银行中关
村分行、 中关村银行代表企业和
古江巴格乡吐沙拉村、 赛克散村
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 标志海淀
区与和田市59个深度贫困村建立
一一对应的结对帮扶关系。

同时， 海淀区红十字会、 北
京奥鹏教育公司等 6家单位与
和田市红十字会、 和田市教育局
等5家单位签订协议， 达成了捐
资助学、 国语教育培训、 特色农
产 品 销 售 等 五 方 面 的 合 作 意
向 。 此外 ， 海淀区向和田市捐
赠了对口支援专项资金 1000万
元，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向和田市

捐赠扶贫资金300万元， 海淀区
总工会向和田市捐赠扶贫资金25
万元。

据了解 ， 北京市在完成海
淀、 朝阳、 大兴、 平谷四区与和
田地区和田市、 和田县、 墨玉县
和洛浦县建立结对帮扶的基础
上， 积极推进与受援地40个深度
贫困乡镇及部分深度贫困村结对
帮扶的工作进度。 目前， 北京市
通过一对一、 多对一或一对多等
方式， 完成与和田市7个、 墨玉
县15个、 和田县10个、 洛浦县8
个深度贫困乡镇结对帮扶全覆
盖； 同时， 还与和田地区 “一市
三县” 的115个深度贫困村实现
了结对帮扶。

截至目前 ， 北京朝阳 、 海
淀、 大兴、 平谷四区共投入财政
资金3775万元， 在和田地区一市
三县实施了32个精准扶贫项目，
重点围绕产业、 就业、 教育等方
面， 助力一批贫困户实现就业增
收脱贫。

昨天， “大手拉小手 当好
东道主” 公共文明进校园活动
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天秀分校
举行。 被市民亲切称为 “京城
柠檬黄” 的首都公共文明引导
员走进校园， 通过生动的故事
将公共文明理念传递给学生们。

公共文明引导员冯颖超和
薛英为孩子们讲述了文明礼仪
故事。 冯颖超经常在学校门口
进行秩序引导， 她在引导服务
中见证了家长和学生从不理解
到积极配合的转变， 看到学生
们逐步树立起守序意识和文明
礼仪观念。 薛英通过在中超足

球赛场进行文明引导， 宣传赛
场文明的真实故事， 告诉孩子
们观看比赛时要做到 “观赛嘴
净， 人走场净”。

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是活
跃在北京公交、地铁站台和交通
路口，维护首都公共秩序，大力
倡导公共文明理念的一支队伍。
自2001年成立以来，队伍逐渐扩
大，如今已拥有9000人。 这支队
伍遍及全市16区，服务岗位从最
初的公交、地铁站台，延伸到赛
场、公园、交通路口和校园等领
域，独有的“柔性引导”方式在服
务实践中获得好评。

□本报记者 马超

东城创建健康支持性环境136个

海淀结对帮扶和田59个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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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颠簸簸进乡村， 摇摇
晃晃出家门。” 曾是以往农村公
路的真实写照。 家住顺义区仁
和镇河南村的王大妈站在施工
现场高兴地说道： “因为路不
好走， 碰上雨天积水， 我们出
趟门都愁得慌， 现在看到修路，
心里都觉得亮堂了。”

据了解，河南村里的这些道
路是十多年前修建的， 目前，这
些路面已不能适应现在的通行
要求，并且路面出现了严重的坑
洼。 “晴天灰中穿、雨天水中蹚”
的日子让村民们烦恼不已。

今年年初， 为加强村级公

路建设， 仁和镇启动乡村公路
整修工程 ， 预计投入 400余万
元， 工程涉及河南村4条公路、
沙坨村1条公路道路整修， 需重
新铺设沥青路面、 疏通排水管
道等工程。

目前， 已完成河南村主路、
河南村支路共计1400余米的沥
青铺设工作，并对排水管道进行
了疏通及更换，更换承载更强材
质的井口井盖10余个。 5条公路
的全部工程预计11月底前可以
完工， 这极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也进一步提升了镇域内的整体
环境，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通州区中仓街道残疾人多， 工作任务重， 在区残疾人事业中起
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日， 在通州区残联等见证下， 中仓街道温馨家
园正式委托手递手助残工作室运营管理， 并签署了托管合同。 工作
室将以温馨家园为核心， 为残疾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带来更丰富
的活动。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引导员进校园宣传公共文明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石悦

乡村公路整修 村民出门不烦恼

温温馨馨托托管管 爱爱心心助助残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