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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薄璐

绽放在劳动保障一线的“巾帼之花”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频繁穿梭于建筑工地， 足迹
踏遍各家企业， 深入农民工身边
普及法律法规 ，规范企业用工
行为， 及时解决劳动纠纷……在
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有这么一群人 ， 他们 长 期 坚 守
在劳动保障监察一线， 袁盛南
就是其中一位。

“群众利益无小事。” 作为
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执法
队南口分队负责人， 袁盛南十年
如一日， 始终倾情为民服务。 前
不久， 她荣获全国人 力 资 源 社
会保障系统优质服务先进个人
称号， 成为绽放于劳动保障一线
的 “巾帼之花”。

“感谢你们为我们项目支付
职工工资的事情积极协调， 解决
了我们大难题。” 去年腊月二十
七， 当人们沉浸在即将过新年的
欢乐中时， 某建筑项目3名负责
人来到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综合执法队， 为帮助他们积极
协调讨薪事件的劳动监察员送上
了锦旗。 “要不是你们， 还不知
这个年该怎么过， 说多少句谢谢
都不为过！”

接过锦旗， 负责处理该讨薪
事件的袁盛南内心倍感欣慰， 也
顿 时 觉 得 肩 上 的 责 任 倍 加 沉
重 。 “涉及1000多名职工的工

资， 再难协调， 也要啃下这块硬
骨头 。” 袁盛 南 告 诉 记 者 ， 与
其他诉求不同 ， 这次的讨薪案
件涉及工人数量多 、 资金规模
大， 且本身因该建筑项目资金链
断裂导致工程款、 劳务费及职工
工资等费用拖欠， 纠纷化解难度
极大。

面对难题， 为了能让此事赶

在春节前解决， 袁盛南第一时间
协调住建部门、 属地政府等相关
方面。 经过多轮协商约谈和督促
整改， 在除夕前， 终于将职工们
的工资全部付清了。

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
自18岁参军， 袁盛南一直将保家
卫国 、 为民服务的想法装在心
里， 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劳动保

障监察员后， 更是始终对群众饱
含热情 ， 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
中。

“将心比心， 农民工辛辛苦
苦干了一年， 就想在过年前拿到
应得的报酬， 而我们的职责就是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袁盛南
说， 春节前后总是他们最忙的时
候。她还记得，2020年的腊月初八
晚上10点，200多名农民工到昌平
某商场聚集讨薪的情形———临近
年关， 身无分文、 没钱回家的农
民工心里着急 ， 他们戴着安全
帽， 或坐或立， 一个个情绪都很
激动……

“快过年了， 这事儿必须尽
快解决！” 得知此事， 袁盛南带
着几名同事进场工作， 马不停蹄
一干就是十多天， 经过与开发商
总包近百次接触， 召集十多次的
协调会， 终于在腊月二十三这一
天， 将230万工资发放到了农民
工手中， 让职工们一年的辛苦没
有打水漂。

除了负责处理突发案件、 接
诉即办工作， 向用人单位开展规
范劳动用工监察、 宣传政策法规
等也是袁盛南的主要工作之一。
一有时间袁盛南就扎进工地、 企
业实地了解情况， 询问职工工资
是否有正常发放， 查看用人单位

用工材料是否齐全。 面对职工反
映的问题 ， 袁盛南都会认真聆
听 ， 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诉
求， 她也会细心翻阅案卷、 仔细
研究案情， 还经常与用人单位面
对面沟通， 提高诉求解决效率。

“从受理、 立案， 到调查、
取证， 再到处罚、 告知， 如有对
工作流程不懂的同事， 袁盛南都
会 手 把 手 指 导 ， 遇 到 案 子 也
会严格执法， 坚持原则。” 采访
中， 该局综合执法队队长张江涛
告诉记者， 每年， 袁盛南都会对
300家以上 用 工 单 位 开 展 巡 查
监 察 ， 对存在的 “有制度不完
善、 有合同不规范、 有社保不全
员、 有加班不合理” 等问题， 坚
决予以处罚， 做到公平、 公正、
公开。

据统计， 自2012年负责劳动
监察工作以来， 袁盛南累计处理
接诉即办工单700余件， 响应率、
结案率均达到100%， 满意解决
率达90%以上， 帮助追回农民工
工资上千万元， 无一起案件被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对此， 袁盛
南说， 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保障
监察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劳
动者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让他们 “劳有所得”， 自己付出
再多也是值得的。

���� “这种大件的垃圾除了焚烧，
还可以通过粉碎做菌菇棒等方式
进行回收再利用……” 说这句话
的 是 怀 柔 区 庙 城 镇 安 全 生 产
和 生 态环境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王绍海， 他负责全镇垃圾分类工
作已有11年， 通过实践探索出一
套接地气、 易推广的农村垃圾分
类新模式， 并在2021年 “V蓝北
京” 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主题宣传
活动中荣获 “绿色生活好市民”
称号。

说起王绍海的垃圾分类工
作， 就不得不提庙城镇大街小巷
让居民赞不绝口的智能垃圾分类
桶站。 在推行 《北京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 初期， 王绍海了
解 到 ， 居 民 不 愿 用 手 掀 开 垃
圾 桶 盖是导致垃圾被堆放在桶
外的原因。 于是他直接走进垃圾
桶制造厂 ， 自报家门与厂家沟
通， 把居民对垃圾桶的 “吐槽”
以 及 在 使 用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与
厂 家 一一对接 ， 协助厂家研发
出一套集封闭箱体、 语音播报、
智能开门、 自动消毒、 分类投放
宣传、 自动破袋、 自动压缩等功
能于一体的新型智能垃圾分类桶
站。 目前， 这种智能垃圾分类桶
站 已 经 在 庙 城 镇 、 龙 山 街 道
和泉河街道的大街小巷投放700
余套。 市民王媛称赞道： “用手
在垃圾桶前晃一下就开盖， 而且
还有语音提示我应该放在哪个颜
色的垃圾桶里， 又智能又干净，
特别好用。”

此外， 为了方便市民便捷投
放 垃 圾 ， 王 绍 海 用 脚 步 丈 量

走 访 镇域的每个居民小区 、 村
庄， 实地调研确定智能垃圾分类
桶站投放点位， 并根据市民反馈
意见多次修正设置位置。 与此同
时， 他还逐步在全镇推广 “绿色
银行” 等垃圾分类奖励机制， 推
动全镇垃圾分类正确率达到90%
以上。

不仅仅是垃圾分类的先锋，
王绍海还是 “变废为宝” 的 “达
人”。 一次，他在执法中发现大量
木板被送进焚烧厂处理。 既造成
清运人力、物力的浪费，又不环保
节约。于是，他主动联系到一家木
制品处理厂， 将木板粉碎做成种
植蘑菇的菌棒销往市场。目前，这
种二次回收利用机制已在全镇推
广。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将它们放到正确的地方就能 ‘变
废为宝’。 ”王绍海说。

“为医者， 先做人， 后行
医 。” 这是东城区建国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师王振宇的座
右铭 。 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健
康 、 开展基层卫生的 8年中 ，
王振宇始终把医德作为医生的
灵魂。 遇到家庭困难或者行动
不便的老人家时， 她会主动电
话联系、 询问病情， 开展上门
服务。

作为家庭医生团队的团队
长， 王振宇和团队成员走遍了
辖区每个胡同、 每栋楼， 为居
民送上医疗服务。 对于团队辖
区内居民的具体情况， 她做到
了如指掌 。 居民的家庭情况 、
可能需要的健康问题、 心理需
求 ， 对于这些她都会及时解
决。

居民高阿姨患有双膝关节

骨关节病， 每遇湿冷天气或劳
累就会疼痛难忍。 无奈病情很
难根治， 她只能常年奔走于各
个医院。 家门口建起了社区卫
生站， 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
到了王振宇， 从此， 便结下了
不解之缘。 如今， 王振宇成了
高阿姨的家庭医生， 精心的治
疗、 耐心的态度得到了高阿姨
点赞。

社区居民田阿姨的老伴突
发脑出血 ， 虽经治疗有所好
转， 但出院后仍旧生活不能自
理， 进食困难、 长期卧床。 这
时 ， 田阿姨找到了王振宇帮
忙。 王振宇来到老人家中， 进
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生活指导
及医疗用药指导， 让老人很是
感激。 三年后， 田阿姨的老伴
去世 。 但田阿姨又因为脑梗 ，

导致右侧肢体行动不利。 她的
儿子久居国外 ， 不能照顾老
人。 于是， 王振宇每个月都要
去田阿姨家出诊。 即使在自己
怀孕期间， 王振宇仍然坚持爬
上六层楼出诊， 从未缺席。

除了诊疗， 平日里王振宇
还会深入社区做入户服务， 宣
讲健康知识， 开展免费医疗卫
生咨询及义诊服务。 她每年都
会组织十余场高血压等慢性疾
病的系列科普讲座， 针对居民
关心的问题及生活方式的调整
进行详细讲述， 并进行免费义
诊。

在王振宇看来， 扎实的医
疗技术是为患者诊疗的基础 。
工作之余， 她不忘补充更多的
专业知识。 读研期间， 她学的
是中医皮科专业。 这与全科家
庭医生的工作有些不同 。 为
此， 她自己学习知识、 向朋友
同事请教，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
以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 为了
解决老年人常见的便秘问题 ，
她主持开展了东城科技卫生计
划项目 ， 寻求经济 、 简便易
行、 对身体无损伤的方法， 免
费为老年人治疗慢性便秘， 同
时也为科研做出贡献。

“健康所系 、 性命相托 。
自从踏入医学学府的一刻， 我
就坚定要将医学誓言进行到
底： 救死扶伤， 不辞艰辛， 执
着追求，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
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
生 。” 王振宇说 ， “在今后的
工作中， 我还会以一名普通的
中医全科医师的实际行动， 实
践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人生价
值。 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奉
献自己的光和热。”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赵溪铭

先做人，后行医
□本报记者 盛丽

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执法队南口分队负责人袁盛南：

垃圾“变废为宝”有高招

东城区建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王振宇：

怀柔区庙城镇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服务
中心负责人王绍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