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工会工作部副部长赵平

“要让职工实实在在感受到
企业的关怀，生活得体面、工作得
舒心。 ” 中铁六局电务公司工会
（以下简称“电务公司工会”）工作
部副部长赵平说。 这是她作为一
名工会工作者服务职工的理念和
原则。 近年来，赵平兢兢业业，用
心关怀职工、用情服务企业，不断
践行着工会干部使命与职责。

“职工们平时工作忙、 时间
少， 工会传统面对面服务模式难
以开展。” 赵平说。 目前， 电务
公司基层工会组织21个， 分布于
不同的地域， 由于区域范围跨度
大、 距离远， 集中开展活动是工
会工作的一大难题。

鉴于此种情况， 赵平带领工
会工作部， 创新服务方式， 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工作， 既有
效解决工会人手不足的难题， 又
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扩大活动
覆盖面， 提高职工参与度。 赵平
说： “现在， 工会下通知发文件
都通过信息平台， 职工在手机上
随时可看到信息。”

工会文体活动在服务企业发
展、 凝聚职工士气、 展示工会形
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赵平
认识到这一点， 于是和同事群策
群力， 统筹计划， 督促每个项目

部每个季度必须完成一次集体文
体活动。

电务公司各基层工会十分赞
成这一做法， 在不断努力下， 21
个基层工会先后组织开展主题骑
行活动、 趣味运动会、 健步走、
登山 、 春秋游 、 观影 、 歌曲演
唱、 文艺汇演等多项活动， 职工
不仅在紧张工作之余强身健体，
还增进了同事之间的交流， 强化
团队意识。

此外， 赵平利用 “娘家人”
公众号及时推送各基层单位信
息， 让职工及时看到兄弟单位动
态， 利用公众号向社会宣传企业
良好形象， 扩大企业知名度。 她
创立了 “电务之声” 平台， 开展
“微课堂 ”、 摄影大赛 、 象棋比
赛、 桥牌比赛、 网上联欢会、 唱
歌比赛等文体活动， 使广大职工
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约束， 紧密
贴合建筑施工企业的实际情况，
解决了现场参赛的诸多不便， 在
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
增加职工凝聚力、 向心力。

“听了专家授课， 掌握了不
少实用的沟通技巧， 收获满满。”
在工会为职工举办的心理培训课
上， 一名职工表示收获颇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节

奏加快， 职工心理健康越来越受
到赵平的关注和重视。 近几年，
赵平积极推进职工心理健康知识
的宣传， 让职工对心理健康知识
有了全面的了解， 让基层工会组
织对职工的身心健康更加关注。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 她利用公众号开展 “疫
情期间不孤单 ， 心理微课来相
伴” 系列活动， 通过讲解心理微
课、 推送疫情防控知识、 心理健
康疏导文章、 心理健康问卷调查
等方式， 极大地稳定了广大职工
的思想情绪。

同时 ， 为帮助职工快乐工

作 、 健康生活 ， 赵平组织开展
“心理健康进基层、 阳光心态伴
你行” 活动， 将心理健康知识送
到基层项目部， 让心理关爱慰问
和物质慰问同时进行， 切实让职
工感受到企业的双重关怀。 这项
活动目前已经开展了12场次， 收
获职工好评。

走进各个基层工会的 “幸福
之家”，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
与温暖， 这里既是吹响工会业务
号角之地， 也是一个温馨的家。

这与赵平深入开展 “幸福之
家 ” 建设理念密不可分 。 她以
“幸福之家十个一工程” 为抓手，

一方面， 因地制宜为一线项目部
更新、 配备照相机、 应急药品、
体育用品等生活文化用品， 力争
“小、 精、 全”； 另一方面， 积极
督导具备条件的项目部建造心灵
驿站， 完善健身房、 母婴室、 读
书园地等硬件设施， 为大家营造
良好的生活及工作氛围。

作为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 女工工作也被 “幸福之家”
开展的各项活动 “带” 起来了。
“抗疫中的我和我们” 女职工抖
音作品征集活动， 在赵平的精心
筹备下， 不仅女职工广泛参与，
其家庭成员也积极配合， 显示出
大家抗击疫情的勇气和信心 ；
“书香铁路女职工读书活动”， 赵
平邀请女职工劳模作表率， 分享
读书心得， 鼓励广大女职工爱岗
敬业， 让积极向上、 锐意创新的
精神不断深入女职工的心中， 将
大家拧成一股绳。

建设只是家的轮廓， 文化才
是家的灵魂。眼下，赵平正运用科
学组织和充分协作机制， 让职工
的心灵共同升温， 真正感受家的
幸福。 而她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用自己的真诚、勤劳和智慧赢
得了广大职工的信赖与尊重， 成
为职工贴心的“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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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今年， 已是临近退休年龄的

北京景山学校北校区初中部主任
胡彦丽 ， 为了一双双求知的眼
睛， 从2018年8月至今， 挂职北
京景山学校崇礼分校执行校长，
奔波在教育扶贫一线。

2018年8月24日，北京景山学
校牵手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第
一中学， 挂牌成立北京景山学校
崇礼分校。 55岁的老党员胡彦丽
克服身体上和生活上的困难，承
担了执行校长这项光荣而又艰巨
的任务。自此，她和前后共20余位
干部教师奔赴教育一线， 兢兢业
业，共同助力崇礼教育发展。

探索创新 破解难题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胡彦丽和援派干部教师一起按照
景山学校教育理念结合崇礼实际
开展教学研究， 破解难题。

崇礼地处贫困地区， 生源流
失严重， 教学质量每况愈下， 许
多有条件的家长， 都把孩子送到
了外地读书。 家访中， 胡彦丽了
解到， 学校贫困生的比例很高，
许多家长因为打工无暇顾及孩
子， 甚至有家长说： “能让老师
看着， 孩子长长身体就行了。”

要摆脱困境 ， 谈何容易 ？
“橘生淮南为橘， 生于淮北也要
为橘。” 胡彦丽坚信， 无论什么
样的教育， 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
爱， 才是亘古不变的教育真理。
只要能点亮学生心中的那根 “烛
火”， 就一定会闪出动人的光芒。

胡彦丽和教师一起群策群
力，从加强思想引领、优化教育理
念入手， 让更加明确的部门分工
代替粗犷性的工作作风； 加强两
支队伍建设，提升师德水平，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手段满足青年教师
成长要求；助力教育帮扶，促师生
共成长，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以
科研促教研， 以国际交流开拓学
生视野等方面， 带动和引领学校
的教育教学工作， 提高学校的办
学水平。

“从文与史的角度， 如何评
价秦始皇？” 在学校的新媒体教
室里， 一堂别开生面的讨论课正
在展开。 崇礼学生通过大屏幕，
面对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 双方
从语文和历史的角度， 围绕如何
评价秦始皇热烈讨论。 借景山学
校师徒结对契机， 指导青年教师
充分挖掘崇礼古长城和 “太子
城” 等文化资源， 跨学科的讨论
课能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辩证思
维的能力， 对崇礼的教师， 也是
一种素养培训。 教师课程案例均

获张家口市一等奖， 并被推荐到
省里参评。

按照景山学校 “全面发展打
基础， 发展个性育人才” 的教育
理念， 胡彦丽和其他干部教师一
起从改变教育理念入手， 让整个
校园 “活” 起来。 北京景山学校
崇礼分校挂牌不到一个月， 学校
就举行了第一届秋季运动会。 胡
彦丽耐心地做老师们的工作， 从
赛程安排到志愿服务都精心组
织， 整场运动会非常高效， 增进
了全校师生的凝聚力。 学校又连
续两年组织学生到北京游学， 参
加景山学校的文化节、 科学节，
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 拉近了彼
此的心理距离。

一开始，有的家长不理解，学
校不好好教书， 搞这么多活动有
什么用？胡彦丽通过和教师、家长

沟通做工作，达成共识：以前学生
学习效率低， 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而学。这样做，是为了孩子的全面
发展， 也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
内在动力。通过开展丰富的活动，
校园里不再死气沉沉， 学生的精
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9年5月，学校还迎来了美
国牛顿公立中学的8名师生，中外
师生同吃同住同上课， 这不仅是
在学校，就是在崇礼也是头一次。
一周的交流活动结束了， 崇礼的
孩子收获了外国小伙伴的友谊，
也开阔了国际视野。

“教育是 ‘百年树人’， 理
念的变化也许不能带来立竿见影
的效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
将硕果累累。” 从教几十年的胡
彦丽， 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

倾注心血 无私奉献
一个快退休的人， 在崇礼一

呆就是3年， 家人不理解， 同事
朋友也不理解， 但从事一辈子教
育工作的胡彦丽想法很简单， 虽
然年龄大了， 但想为教育扶贫做
些贡献的心未老。

因为学校实施全封闭管理，
早晨6点40分， 学生就开始跑操，
晚自习要到21点50分下课。 特别
是崇礼冬天奇冷， 温度低到零下
三十多摄氏度， 但胡彦丽早上跟
学生一起跑操， 晚自习和援派教
师一起回宿舍， 晚上不到学生寝
室转一圈她就觉得不安心。

除管理工作外， 胡彦丽还经
常找同学谈心， 了解孩子的家庭
情况及心理状态， 和班主任一起
家访问题学生， 了解孩子想法和
家长需求， 耐心细致做好工作，
使家长和学生感受到关爱和温

暖。 “虽然辛苦， 但看到学生返
校后， 思想和学习上有了很大的
变化， 很是欣慰。” 胡彦丽说。

2020年2月 ， 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 胡彦丽了解到崇礼一
中干部教师急需防护口罩， 带头
捐款1000元， 和其他援派教师一
起通过东城区政府挂职领导协调
与帮助， 将口罩送至崇礼分校干
部教师手中。

今年5月， 按照张家口市的
要求 ， 初高三师生要全部 “封
闭 ” 到学校上课 ， 面对种种困
难， 胡彦丽带领教师团队全力担
当、 坚守岗位， 除做好防疫下的
教育教学工作， 还主动承担了封
闭到学校的教师子女14人的照料
工作， 其中最小的4岁， 最大的
12岁， 为他们进行学习辅导和创
造性开展特色活动， 既为老师们
解决了后顾之忧， 又传递了景山
学校教育理念， 老师们都称胡彦
丽为 “胡园长”。 7月初， 为缓解
初三学生和家长中考前上网课的
焦虑， 胡彦丽不辞辛劳， 入户家
访16人次， 做好备考动员和心理
疏解工作。

凭借对学生的关爱， 胡彦丽
赢得了家长的信赖。 一位成绩不
错的初三孩子妈妈对她说： “你
们这些老师对孩子特别好， 我相
信你们 ， 我就让孩子在这上高
中， 哪也不去了。” 就在这一刻，
胡彦丽感到所有的付出瞬间都化
成了美好， 没有什么比家长的信
任更让人感动的了。

近3年时光中， 胡彦丽对崇
礼这座冰雪小城也更加热爱。 作
为一名 “新崇礼人”， 她为崇礼
的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

奔波在教育扶贫一线的“胡园长”
———记北京景山学校崇礼分校执行校长胡彦丽

用心守护职工的“娘家人”
□本报记者 石海芹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胡彦丽 （中） 和支教教师一同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