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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当好职工的贴心人 办好职工的暖心事

■我的冬残奥故事

———记丰台区玉泉营街道草桥村工会联合会主席张翼鲲

“要想做好工会工作， 既要
尽自己所能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
办实事、 解难事， 又要及时把上
级工会的各项部署贯彻落实到村
工会联合会的具体工作中去 。”
谈起自己的工作， 张翼鲲感慨地
说。 担任丰台区玉泉营街道草桥
村工会联合会主席7年来， 张翼
鲲的汗水没有白流， 辛勤的付出
不仅使他成为了职工群众眼里的
贴心人， 还为他赢得了 “北京市
优秀工会工作者” 的荣誉。

今年1月下旬以来， 丰台区
部分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确
诊病例。 为落实玉泉营街道党工
委和办事处疫情防疫专项部署，
疫情期间， 张翼鲲连续多日坚守
在防疫一线 ， 指挥协 调 做好辖
区居民的核酸检测工作。 他第一
时间带领草桥实业总公司工会委
员会购买防疫口罩、 方便面和矿
泉水等物品慰问奋战在一线的职
工700多人 。 职工们纷纷表示 ：

“感谢草桥党委及村委会和工会
组织的关怀， 及时为我们送来了
最贴心的关爱。”

为构建企业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 张翼鲲每年都切实抓好草
桥村工会联合会覆盖的15家建会
企业按期签订 《工资集体协商协

议》， 通过维护全村各企业近千
名职工在劳动工资、 劳动保护、
安全生产、 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合
法权益， 进一步拉近了工会与职
工群众之间的感情， 营造了 “企
业工会关爱职工、 职工热爱所在
企业” 的良好氛围。

为了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 从去年下半年起， 张翼鲲
带领草桥村工会联合会干部顶酷
暑、 冒风雨， 在餐饮商铺集中的
草桥商业街多次开展 “职工沟通
会”， 耐心地讲解加入工会的好
处……通过一系列的服务举措，
吸纳近200名快递员 、 送餐员 、
保安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填写
了 《入会登记表》， 加入到工会
的大家庭。

与此同时， 为全力提升村属
各企业劳动者的职业素养、 技能
水平和创新能力， 努力打造一支
推动草桥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职
工队伍 ， 张翼鲲持续推动开展
好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能力培训
和“职工大讲堂”等活动。据统计，
2021年以来， 村工会联合会下属
单位花木集团工会进行了10场技
术工人标准化培训， 共计257人
次；6场小微湿地营建培训， 共计
256人次；7场丰台区园林绿化行

业初级绿化工培训， 共计247人
次；4场职业技能培训，共计136人
次；24场安全员、资料员等四大员
培训，共计1600人次；66场插花类
培训， 共计3064人次；1场京训钉
线上培训（职业病防治、心理咨询
师），共计185人次。

“这些培训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通过培训为园林绿化从业者
提供了学习新理念、 新技术、 精
进技能的学习平台 ， 也为花艺
师、 园艺师、 设计师等相关行业
从业者提供了相互交流、 学习的
机会。” 张翼鲲告诉记者。

工会的日常工作琐碎而平
凡， 多年来， 张翼鲲一直兢兢业
业努力着。 张翼鲲说： “作为工
会人， 就是要有耐心、 细心、 爱
心， 职工的需求在哪里， 工会的
服务就要提供到哪里。 踏踏实实
做好广大职工的贴心人， 办好职
工的暖心事， 就是我的初心， 也
是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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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用爱指引残障学生一起向未来
冬残奥会火炬手、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团委书记李昂：

■首都工会人

“作为北京东城区特殊教育学
校的教师， 能担任北京冬残奥会火
炬手 ， 我感到特别幸运 ， 特别光
荣。” 说起接到入选冬残奥火炬手通
知的那一刻， 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团委书记李昂难掩激动之情。 在他
看来， 这项光荣的使命中， 代表的
不仅是特殊教育工作者， 更代表着
可爱的残障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他
们在共同为北京冬残奥会的胜利召
开加油。

李昂2010年进入东城区特殊教
育学校任教， 虽然专业对口， 会打
手语， 但刚接触残障孩子时， 初出
茅庐的他还是觉得有些陌生， 对残
障孩子的认知停留在他们需要关爱
的粗浅层面。 随着和残障孩子们交
流的深入， 他慢慢发现他们的可爱
之处， 了解到他们期待通过学校教
育和康复训练获得在社会上立足的
能力 ， 面对自身的疾病没有屈服 ，
而是凭借坚强意志和拼搏精神去实
现人生目标， 非常值得尊敬。 最初
的陌生感消失了 ， 李昂暗下决心 ，
要全力帮助这些孩子更加自信地走
向社会。

“这些孩子除了不会听 、 说 ，
什么都做得到。” 说到这里， 李昂突
然哽咽了， 这个瞬间他似乎想起了
与孩子们相处的很多事， 不禁停顿
了一会儿， 努力克制着奔涌的情绪，
尽量恢复之前的平静再接着叙述。

在执教听障班级8年后， 他担任
了大队辅导员。 进一步接触到智障
学生群体后， 李昂根据他们的病情、
心理等特点来设计适合的活动。 作
为党校团委书记 ， 他告诉学生们
“共青团旗下、 星星火炬旗下， 一个
都不能少”， 带动特教学子学先锋、
做先锋， 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 成
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很多学生的家长从没想过孩子
有一天能入队， 李昂却帮着孩子一

步步实现理想。 考虑到智障学生理
解能力较差， 他就把入队流程分解
成一项项， 然后反复教给他们， 系
红领巾、 宣誓、 呼号……一遍不行
就两遍， 两遍不行就三遍， 不知重
复了多久， 直到他们完全学会。 当
残障学生在鲜艳的队旗下举起右拳，
像普通孩子一样喊出 “时刻准备着”
时， 在场的成年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这是对教育公平性的认可， 这是孩
子们的未来充满希望的证明。” 回忆
起自己组织的入队仪式， 李昂又一
次哽咽了。

北京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消息传来 ， 社会各界掀起冬奥热 ，
东城特殊教育学校也在以自己的方
式迎接冬奥， 不让身体残缺成为孩
子们与冰雪运动隔绝的障碍。 秉持
“尊重每一个生命， 让每一个生命都
精彩” 的育人思想， 该校推出知识
宣传、 课程体验、 兴趣活动等活动，
将冬奥文化融入艺术、 知识、 体育
等课程， 用残障学生能理解的方式，
帮助他们了解冬季体育竞技带来的
震撼、 激情与温暖， 营造浓厚的校
园冬奥氛围。

李昂和同事们竭尽全力， 宣传
普及冬奥知识。 比如在每周一的升
旗仪式上开设冬奥知识大讲堂， 通
过班会、 壁报等校园宣传阵地传播
冬奥知识， 组织学生撰写书信 “与
冬奥 ‘见字如面’”， 将冬奥融入特
教思政课程； 带领学生创作冬奥绘
画、 泥塑、 彩泥画、 景泰蓝等作品，
全校共同制作冬奥吉祥物拼图； 全
校师生到鸟巢开展冰雪嘉年华活动，
在校内开设旱地冰壶 、 旱地滑雪 、
旱地冰球课程， 共同观看开闭幕式
和冬奥赛事等， 把冬奥文化融入校
园文化建设 ， 让残障学生全方位 、
近距离接触冬奥， 表达对北京冬奥
会的热爱和期盼。

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在残障学

生的心中种下冬奥的种子。 在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 学校选取
了2个学生扮演 “冰墩墩 ” “雪容
融”， 他们随着台上师生的冬奥舞蹈
卖力地舞动， 一曲结束后有学生找
过来合影， 他们来者不拒。 9月初的
天气比较炎热， 李昂担心他们的身
体， 询问是否需要换人去休息， 但
他们一口拒绝， 一直坚持了整场仪
式。 等到典礼结束后脱掉玩偶服时，
2个学生的衣服都热得湿透了。

业务能力过硬的李昂曾在2016
年里约热内卢残奥会闭幕式、 北京
市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等多个重要活动中、 重要会议中
担任手语主播。 在北京冬残奥会召
开期间 ， 他担任开闭幕式 、 赛事 、
体育新闻等栏目的手语主播。

“周校长是2008年北京残奥会
的火炬手， 如今我又当上2022年北
京冬残奥会火炬手， 东城特教学校
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奥学校， 这是多
么宝贵的教育资源 。” 说起未来规
划， 李昂表示要运用冬残奥会火炬
手的身份宣讲奥林匹克精神， 带领
残障学生学习残奥运动员的精神 ，
激励他们克服障碍、 努力奋进， 向
未来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