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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会人

面对企业建会， 她敢啃硬骨
头， 不惧 “门难进脸难看”； 面
对困难职工帮扶， 她嘘寒问暖，
实实在在当好 “娘家人”； 为把
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她常常跑
工地进工厂； 抗疫情， 她勇于担
当， 开设心理课堂为职工减压增
能……戴明珠， 一名有着10年基
层工会工作经历的专职社会工作
者， 从2011年入职到2016年11月
开始担任西红门镇总工会工会服
务站副站长至今， 她用真心、 热
心、 耐心诠释了一名基层工会干
部的责任担当。

敢啃硬骨头
不惧“门难进脸难看”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
戴明珠常说， 自己做的工作是联
系企业与职工的枢纽， 必须要加
强自身综合素质， 才能赢得企业
的信任、 职工的信赖， 当好职工
的 “娘家人”。

工作10年来， 让戴明珠觉得
最难的时候 ， 就是开展建会工
作， 由于企业和职工对工会的不
了解， 使建会工作很难推进。 那
时候有一句话特别能说明企业对
建会工作的态度， 那就是 “门难
进， 脸难看”。

有一次， 戴明珠去一个私企
宣传建会， 反复跑了几趟， 企业
老板都避而不见。 找不到老板 ，
她就和其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这才得知， 原来， 老板是害怕职
工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像外国工会
那样闹罢工， 影响企业发展。 如
果只是这样的顾虑， 戴明珠心里
就有数了， “中国的工会是为企
业和职工服务的， 是为了双赢而
建会的。” 为了打消老板的顾虑，
戴明珠就厚着脸皮再去沟通， 她
认真地向老板讲解了中国工会的
性质和工会的相关政策法规， 看
出老板还是犹豫不决， 她就想办
法把工会相关信息推送给他， 还
邀请企业职工先来参加体验工会
的活动， 最终她的坚持不懈赢得
了老板的认同， 该企业完成了建
会， 职工们加入了工会组织。

这些年， 戴明珠早已跑惯了
企业， 为了了解企业情况与职工

需求， 她经常实地去企业走访，
依据职工需求组织开展帮扶慰问
活动， 冬送温暖， 夏送清凉， 逢
职工生病住院、 家庭受灾、 本人
及亲属去世都会前往慰问， 帮助
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有一名女职
工患有乳腺癌需要化疗， 家庭也
因病致困。 当时， 戴明珠了解到
这一情况， 马上对该职工进行了
走访， 落实情况后， 帮助该职工
申报工会专项大病救助温暖基
金。 戴明珠平时也经常对职工嘘
寒问暖， 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尽量
帮助解决困难， 每年春节都去慰
问并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这些
实实在在的举动， 让身边的职工
感受到工会 “娘家人” 的关怀与
温暖。

真诚沟通
力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加入工会大家庭

2021年 ， 全国工会开展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
在北京市总工会、 大兴区总工会
的领导下， 戴明珠与镇组织部一
起摸排区域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人数， 通过实地走访与各群体人
员沟通了解情况， 针对各群体职
业特点制定了工会服务的工作计
划。

2021年下半年， 戴明珠带领
工会工作人员到辖区内商圈送餐
员聚集点， 利用送餐员开早会时
间和下午等餐时间， 开展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网约送餐员专场职工
沟通会5场。 他们现场宣传推广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五送” 专项
服务保障相关内容， 对送餐员如
何入会及入会后的利好政策等热
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引导网
约送餐员通过 “北京工会 i会员”
微信小程序扫码的方式 “指尖”
入会。

“别小看这一次次小规模的
沟通会， 不但拉近了工会组织与
网约送餐员、 快递员的距离， 加

深了他们对工会的了解， 而且进
一步提高了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戴明珠介绍， 在沟通会现场， 他
们共发展送餐员、 快递员332人
入会，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
果， 更饱含着工会对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关爱 。” 戴明珠表示 ，
要继续做好后续服务， 加大宣传
力度， 争取吸纳更多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大家庭中
来， 享受到来自工会的服务。

跑工地进工厂
力争把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西红门镇地处城乡接合部，
没拆除腾退前， 企业类型多样，
施工地块也比较多， 突发劳动争
议案件时有发生。 为了争取把劳
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
状态 ， 使劳动者维权更省时省
力， 戴明珠常常跑工地进工厂，
直接到现场去进行调解。

记得有一次， 一个施工现场
突发集体劳动争议案件， 100多
名工人讨要拖欠工资， 双方协商
未果， 情绪都十分激动。

接到求助电话后， 戴明珠立
即赶到现场， 先将双方当事人暂
时分开控制事态， 再和农民工话
家常拉近距离安抚大家情绪， 让
他们选出代表来说明情况和反映
诉求，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跟大
家进行法律法规的宣讲。 通过她
和劳动监察分队队员们一天一夜
的共同努力， 终于使双方协商达
成一致。

为了让100多名农民工尽快
拿到工资， 戴明珠和同事们现场
做卷宗手续 ， 监督发放拖欠工
资， 工作一忙连饭都顾不上吃。
看到他们一天一夜没吃饭没休
息， 农民工代表就买了面包和火
腿肠送给他们， 这份发自内心却
又朴实无华的 “感谢”， 在戴明
珠看来， 是肯定更是动力。

作为一名工会劳动争议调解
员， 这些年来戴明珠参与调解劳
动争议调解案件155件， 涉案人
数868人， 涉案金额635万余元 。
她说 ， 成功调解案件 ， 看 到 农
民工们拿到工资时的笑脸是她
最大的欣慰， 工作再苦再累都是

值得的。

抗疫情勇于担当
开设心理课堂为职工减

压增能

受疫情影响， 戴明珠最近两
年的工作时时刻刻伴随着疫情防
控 ， 这也激发出了她的工作能
量。

2020年初， 针对疫情发生 ，
戴明珠及时了解企业职工情况和
防疫需求， 多方联系为企业职工
购买防疫物资， 组织慰问奋战在
防疫一线的职工干部， 帮助小微
企业进行复工复产， 协调投入防
疫专项资金34万余元。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戴
明珠还支援镇疫情专班开展防疫
工作， 加班加点统计居家隔离人
员管控数据信息， 核实防疫大数
据派单信息， 由于吃饭不规律睡
眠不足引起身体不适， 但她依然
坚持在防疫流调工作岗位上。

疫情防控期间职工们容易发
生心理波动， 戴明珠利用自己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优势配合防
疫要求创新工作， 组建镇总工会
职工心灵驿站微课堂， 开展线上
心理培训活动， 为广大职工减压
增能， 让大家在特殊时期能保持
良好心态正常生活和工作， 她还
为52名有心理需求的职工进行了
一对一电话咨询帮助职工解决心
理问题。 由她负责实施的 “共抗
疫情职工心理关爱项目” 共服务
职工5000多人次， 被市总工会评
为 “2020年优秀职工心理助推项
目”。 新发地发生疫情期间， 戴
明珠帮助社区居家隔离的居民联
系了免费的心理志愿者服务并参
与督导。 她还作为嘉宾参加了北
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 “三师
进社区” 首都抗疫志愿者行动总
结表彰大会进行经验分享。

这就是戴明珠， 一位爱岗敬
业， 不计得失， 以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为己任的优秀工会专职社会
工作者。 戴明珠说， 将在今后的
工作中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工会的
各项工作要求， 切实维护好职工
合法权益， 继续做好职工 “娘家
人”。

用真心、热心、耐心做好工会工作
———记大兴区西红门镇总工会工会服务站副站长戴明珠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对街道而言， 接诉响应并不
难， 难的是如何解决和让群众满
意 。 张 胜 好 是 昌 平 区 天 通 苑
南 街 道天通东苑第一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 ， 从他接管12345市民
服务热线投诉工作以来， 提升群
众满意率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多年来， 张胜好从中悟出一个理
儿： “居民不仅看重结果， 也看
重过程， 他们最看重你是不是真
有一颗为居民群众服务的心。”

2021年1月 ， 张胜好接到一
个投诉件。 投诉人是位租户， 称
自己房租1月到期， 退租时房东
未退还2600元押金， 已跟房东交
涉一个多月， 房东不仅不接她电

话， 还把她的微信拉黑了。
接诉后， 张胜好立即通过物

业房管员和房东取得了联系。 起
初， 房东态度蛮横， 振振有词地
说： “钱肯定不给， 想要就让租
户去法院起诉。” 张胜好一边从
人情角度换位思考对租户进行安
抚， 一边告知房东不能逾越法律
底线。 在他的百般劝说下房东终
于同意退还押金。 租户收到押金
后， 通过电话频频道谢。 后来，
该租户特意到居委会为张胜好送
上一面锦旗， 表达感激之情。

“老人家这是您的身份证、
医保卡 、 银行卡 ， 您收好了 。”
“谢谢！ 谢谢！ 张主任， 我真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您了……”
这是张胜好处理时间最长、 最费
心的投诉件。 因房产分配问题，
辖区内的这位八旬老人三个子女
互不来往， 老人的身份证、 医保
卡、 银行卡也被儿子扣留， 导致
有病不能就医。

得知这一情况后， 张胜好不
仅积极和老人电话沟通， 得空还
会到老人所在敬老院同老人唠家
常、 诉心声。 接件三天后就将老
人的身份证、 医保卡、 银行卡送
回来了 ， 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

“我还有件事儿要麻烦你，
因房产问题， 10多年来， 三个子

女互不来往， 我和老伴的养老也
成问题 ， 您看能帮着调解吗 ？”
老 人 拉 着 张 胜 好 的 手 边 说 边
流 眼 泪 。 张胜好了解详细情况
后， 就房产分配及赡养老人等问
题咨询了社区法律顾问， 同时，
多次跟老人的三个子女进行电话
沟通。

起初， 三个子女态度强硬，
电话中常是三言两语的敷衍， 或
者以工作忙为由拒接电话， “这
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 很复杂，
你们管得着嘛， 真是有病……”
沟通起来什么难听话都有。 张胜
好上门找老人的孩子沟通， 总是
“砰” 的一声吃个闭门羹。 一次

次上门， 与社区民警和律师从法
律、 亲情及道德层面给老人孩子
做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
5个多月的调解， 老人和子女们
终于达成了共识， 家庭矛盾得到
了缓和。

“群众事， 无小事， 越是小
事越显担当， 只有从细微之处着
手， 把小事做精， 把细事做亮，
做到居民心坎里， 才能赢得居民
实实在在的口碑。” 张胜好说。

“社区本是一家， 家长里短
的大事小情， 哪有马勺不碰锅沿
的？ 张胜好是为社区服务的贴心
人 ， 更 是 我 们 居 民 的 ‘ 自 家
人’。” 居民们纷纷表示。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接诉即办”守初心暖民心
———记昌平区天通东苑第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胜好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李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