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石景山医院援疆医生高慧莉

———记北京住总六公司行保离退部李喜梅

□本报记者 马超

为受援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行保离退部， 李喜梅不但
是这个部门的 “主心骨”， 更是
公司职工 、 离退休老同志们的
“贴心人”。

有着18年的党龄， 在北京住
总工作了36年的李喜梅， 早已把
自己和企业融为了一体， 职工们
都习惯地称呼她 “喜梅姐”， 老
同 志 们 见 到 了 她 也 都 亲 切 地
喊一声 “闺女”。 可是一提到给
她评些个人荣誉 ， 她总是往后
躲， “我真的没做什么， 这都是
集体的功劳 ， 多宣传宣传年轻
人。” 就是这样一位朴实而真诚
的大姐，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女性
特有的细腻， 为职工带来了暖心
的服务。

带磁性的微笑暖人心

喜梅姐的微笑是带着磁性
的， 由于工作的性质， 她和其他
3名同事负责服务离退休老干部、
房管及医疗费报销工作， 还兼任
着离退休支部的书记， 服务对象
涉及2200多人， 从 “95后” 到近
百岁的离休老人， 年龄跨度非常
大， 工作经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
困难。 喜梅姐常说： “你把人家
当亲人， 人家也把你当亲人， 工
作干起来就会顺畅的多。”

李喜梅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
么做的。 来她们部门办理业务的
大多数是离退休人员， 甭管手头
多忙， 喜梅姐总是笑脸相迎， 有
的老人有困难需要帮助， 她先给
倒上一杯水 ， 设身处地地说 ：
“别着急， 咱慢慢说， 能帮着解
决的， 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就
连对待身边的同事她也十分宽
厚。 同事工作上遇到了困难， 她
了解后主动安慰情绪， 接过同事
手中的活儿， 帮助解决。 她经常

和同事说： “住六公司是党领导
下的国有企业， 我们干的每一项
工作都牵动着职工和离退休老干
部的心， 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服务
好 ， 绝不能让他们对企业寒了
心， 对住六公司党组织有意见。”
有个退休职工与企业失联多年，
为了找到人， 她甚至通过社保查
询、 蹲守医院。 当那位患有精神
疾病多年的职工看到她时， 激动
地拉着她的手说： “你， 你是咱
住六的李喜梅， 这么多年单位还
特意让你来看我……” 李喜梅用
专业的能力、 细心的工作、 热情
的态度， 让每一名退休员工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 也维护了企业的

和谐稳定。

将真心带到老人身旁

保障离休干部的政治待遇和
生活待遇是公司党委的一项重要
工作。 考虑到老干部们的学习需
要， 李喜梅和同事们一起为老干
部们配发了学习书籍， 每个月都
要和老干部们至少联系一次、 看
望一回。 每次定期的家访中， 她
都主动带上最新的 《住总报 》
《住六报》 和最新的党员学习材
料。 老人眼睛不好， 她就一点一
点讲给老人听。 学习后， 她会将
老干部们撰写的学习体会、 书法

作品， 投到 《住总报》 《拾香》
等媒体上， 刊载后与老人共享。

老人生日、 生病， 李喜梅无
论多忙都要前去探望。 因为她知
道， 老人都盼着有人能来坐坐 ，
说说话。 老干部也把她当亲闺女
一样。 “小李啊， 听说你最近上
火了。 知道你今儿来， 特意熬的
去火茶。 一会儿你可得多喝点。”
李喜梅的工作， 得到了老干部的
信任、 理解和支持。

“恨活儿”的老党员

2017年住六公司全面启动退
休人员社会化工作。 这任务落到
了李喜梅的肩上。 马上面临退休
的她丝毫没有推脱， 只说了句：
“行， 按时完成任务。” 然而， 没
有人知道， 此时她的爱人正在住
院接受心脏治疗。

李喜梅是个 “恨活儿 ” 的
人， 她一边按照相关要求制定好
工作方案， 确定目标方向， 一边
迅速组织各部门联动马上就办。
仅用5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1100
名退休职工的档案整理和信息采
集。 在她的引领和推动下， 公司
管理的全部退休人员1456人， 档
案均整理完毕， 准备移交各区社
保所。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 她主
动找到不同年龄段的退休职工，
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们
听， 让他们变成宣传员， 帮助更
多的人了解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的意义和必要性，消除大家的
疑问和顾虑。 她还将相关文件放
大数倍贴在门口， 方便退休人员
学习。有的老职工眼神儿不好，她
就将告知书一遍一遍的念给他们
听。 一天下来， 要念上几十遍。

一次， 有位职工家属帮老父
亲来单位办理手续。 赶上那天人

多， 得排队， 那位大哥脾气一上
来， 转身就走。 “您消消气， 年
底我们这确实事儿多 。 要不这
样， 您留个电话， 等忙过这一阵
儿 ， 我去找您咱把字签了 ， 成
吗 ？” 李喜梅的真诚打动了他 ，
同意了她的建议。 “那天， 我俩
约地铁见 ， 人家怕我出站多花
钱， 特意站在门口等。 我们隔着
栅栏聊了20多分钟， 字特痛快就
签了， 还交了个朋友。” 说起这
些， 李喜梅一脸自豪。 可谁又知
道， 因为冬天地铁热， 外面冷，
她回家就发起了高烧。 在她的努
力下， 北京住总六公司退休人员
社会化工作顺利推进， 部分工作
提前一年完成。

李喜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原则， 实实在在保障退休职工的
利益在移交社会化管理后不受影
响和损害， 并按时间和填报要求
完成退休人员档案核对工作。 在
单位没干完的工作她就拿到家里
干， 放弃休息时间， 从一早干到
晚上11点才休息。 退休职工的档
案整理和信息采集是最难弄的，
就是对每名退休职工的社保所所
在地的核实工作， 这个一点儿都
不能错， 否则会影响个人养老金
的发放。 为此， 她和同事们加班
加点， 一边整理每个退休人员的
资料， 一边通过网上找、 电话与
社保所联系等方式， 将1456人的
社保所所在地核实了一至两遍，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大家才蜷缩
在椅子上休息。 已经很疲倦了，
但她在当天下午还是坚持着去冯
皖生老人家中探望。

“行，按时完成任务。 ”短短几
个字， 虽然平淡却是一个老党员
的郑重承诺。 李喜梅那颗踏踏实
实做事的恒心， 尽职尽责的服务
态度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担
当，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陈永乐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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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经了种种困难 ， 但
能让边疆的孕产保健工作上一个
台阶 ，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
得。 未来， 我将继续做好传帮带
工作， 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
妇幼保健医疗团队。”

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医院的高
慧莉作为第九期第三批北京援疆
医生， 于2019年3月1日抵达新疆
和田， 担任墨玉县妇幼保健院孕
产保健部部长兼产科主任职务。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 她带领医疗
团队开创性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为受援地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事
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和田墨玉县妇幼保健院在
2017年 由 “ 站 ” 改 为 “ 院 ” ，
2019年11月30日完成了二级甲等
医院的评审。

“每一个援疆人员都肩负着
组织的重托和期望， 都有维护祖
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责任和使
命。” 高慧莉说。

在日常工作中， 高慧莉始终
把这种责任和使命感贯穿其中，
并通过集体活动等方式， 宣传党
和国家的援疆政策和战略意义，
同时也增强了自己援疆工作的自
豪感和使命感。

“授人以鱼 ， 不如授人以
渔。” 在援疆工作中， 高慧莉毫

无保留地把自己先进专业技术和
科学管理理念传授给受援单位，
鼓励医务人员自主学习 ， 坚持
“五个一” 工作模式， 即每天利
用晨会时间让医务人员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宣读学习妇产科诊疗
指南； 每周讨论一次疑难病例；
每周授课一次； 每周操作演练一
次； 每月开展一次产科质量评价
会。 这种工作模式不仅促进了科

室医疗水平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还培养了一支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团队。

“以前孕产妇都是按乡镇管
理， 很容易出现漏筛， 现在我们
实行按日期管理的方式， 每一位
孕产妇都有自己的产检时间， 如
果到期没来 ， 我们就打电话追
问， 通知乡镇卫生专干， 到患者
家里查看， 确保孕产妇的健康。”
高慧莉告诉记者， “所有孕产妇
的风险评估都按国家五色管理分
级， 绿色为低风险， 黄色为一般
风险， 橙色为较高风险， 红色为
高风险， 紫色为伴传染疾病， 用
不同颜色分清楚可以及时发现病
人的病情变化， 大大降低了孕产
妇及新生儿的死亡率。”

经过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
施， 墨玉县妇幼保健院接收的孕
妇分娩量， 已由2017年的平均每
月39人增长到2019年底的平均每
月100人 ， 且2019年全年无一例

孕产妇死亡事件 。 2019年9月 2
日， 墨玉县妇幼保健院作为全疆
孕产保健工作的突出代表， 接受
了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妇幼卫生监
测数据质控检查， 规范的管理和
高效的流程得到专家们的称赞肯
定， 专家们还建议将按日期管理
孕产妇的方式在全疆推广。

墨玉县妇幼保健院医生阿米
娜·图尔荪说： “高医生在工作
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从疾病的
诊断、 术前评估、 术后管理等方
面为科室人员亲自示范， 指导和
开展了多台复杂剖腹产手术， 我
们感到受益匪浅。”

“援疆工作让我觉得生命变
得更加有意义。” 除了做好本职
工作以外， 高慧莉还利用节假日
参与义诊和公益活动， 受到了广
大维吾尔族同胞的欢迎 ， 并于
2019年6月被墨玉县人民政府授
予 “民族团结一家亲” 和民族团
结联谊活动先进个人。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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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为退休职工解难题的喜梅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