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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北京高校工会里有一位“铁娘子”
———记2021年度北京市优秀工会工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操静涛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本报记者 边磊

在北京高校工会系统里， 有
这 样 一 位 “ 铁 娘 子 ” ： 她 的
“铁”， 体现在打造高质量、 广受
职工欢迎的工会品牌项目上； 她
的 “铁”， 体现在工会经费各项
支出的公正廉明上； 她的 “铁”，
还体现在对自己的 “狠心” 上。
她就是2021年度北京市优秀工会
工作者、 北京联合大学工会常务
副主席操静涛。

对工作 “铁”： 打造工
会品牌项目服务好职工

说起操静涛， 北京联合大学
教职工对她的评价很相近， “操
主席很亲切， 对人特别有耐心 ，
用东北话说就是 ‘老铁’” “操
主席带着工会办的活动不错， 我
们全院老师都爱参加” “我遇到
困难或烦心事， 找操主席诉苦，
她一定会仔细倾听， 热心地帮我
支招” ……她在学校的好人缘可
不是依靠职务， 而是凭借实实在
在为教职工办实事积攒下的。

2017年 ， 操静涛调入校工
会， “干一行爱一行”， 以前并
不了解工会业务的她通过自己加
强学习、 向他人请教等方式， 很
快就融入工会工作者的角色。

北联大有8个校区 ， 3000多
名工会会员分散在各处， 工会在
校本部举办活动时， 很多人因为
距离太远不方便过来。 操静涛就
挖掘基层力量， 依托资源优势，
发动最了解教职工兴趣和需求的
二级工会承办起各种教职工文体
协会。 校工会为这些协会提供了
大力支持， 除了帮助搭建活动平
台外， 还在年初给每个协会下拨
活动经费， 支持其开展活动， 年
底考核优秀的协会还可获得相应
奖励。

同 时 ， 操 静 涛 积 极 推 进
“1+N” 活动模式， 要求各协会
举办活动时不局限在某个校区
里， 而是因地制宜在不同校区开
展。 比如在北四环校区的新春书
法笔会， 由特教学院、 师范学院
校区轮流举办； 球类或棋牌类比
赛在多个学院校区办分赛， 在北
四环校区办决赛等等， 以便惠及
更多工会会员。

如今， 北联大已有23个教职
工文体协会， 覆盖全校90%以上
教职工， 有的协会举办活动时能
吸引上千人参加。 比如校园健步

走活动， 每月完成20天以上任务
的会员获奖率达到75%， 很好地
帮助广大工会会员养成锻炼身体
的习惯， 促进工会活动普众化。

推进教职工文体协会建设只
是北联大工会的一个工作缩影。
五年来 ， 北联大工会积极实施
“健康幸福提升工程”， 打造北联
大 “家” 文化， 精准满足教职工
的需求， 实现工会会员从入会到
退休的 “一条龙” 服务。 “三十
而立话责任” 主题生日会、 亲子
运动会、 厨艺大赛、 幸福家庭评
选等主题活动， 已成为校园文化
的亮点和品牌项目 ， 报名者众
多。

新冠疫情发生后， 操静涛积
极开展 “智慧工会” 建设， 鼓励
各协会利用 “智慧工会” 和网络
平台开展 “云健身” “云摄影”
“云上健美操” “云诵读” 等线
上文体活动， 为居家办公的教职
工送去精神关怀 ， 有效调适情
绪。 文体协会举办线上直播时，
她帮着联系学校网络中心提供技
术支持， 确保网络信号的流畅运
行。

高校教师面临教学和科研的
双重压力， 操静涛特别关注他们

的心理健康状况 。 在她的推动
下， 北京高校第一支职工心理健
康志愿服务团队2020年11月在北
联大成立， 首批27名志愿者均为
该校具备心理咨询认证资质的教
职工。 他们不仅开展各种辅导、
培训、 咨询活动， 还组织了教职
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通过分析
掌握职工心理状况， 提供有针对
性的心理援助。

对于去世的在职教职工， 无
论工作多么繁忙， 操静涛会尽量
赶去参加追悼会。 有一年， 学校
一位职员在山东老家去世， 她和
这位职员所在部门领导坐着火车
赶到当地， 送对方最后一程， 让
职员的家人既意外又倍感慰藉。

对经费 “铁”： 每一分
工会会费都花在会员身上

“夏季送清凉 、 冬季送温
暖”， 工会每年都有多项采购工
作， 为教职工提供服务。 面对工
会经费支出， 操静涛的 “铁面无
私” 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慰问品和活动奖品选择
上， 北联大工会首先通过学校公
开招标商家， 再组织遴选会， 由

入围商家带着样品来工会轮流介
绍， 所有工会委员进行无记名投
票， 得分高者入选， 确保遴选过
程和结果的公正透明， 也保证了
商品的高性价比。 为教职工发放
节日慰问品时， 她会根据工会会
员的意见实行集体决策， 给出多
种范围， 会员可以从中选择自己
喜欢的商品。

今年4月， 校工会发放健步
走活动奖品， 有些来不了学校的
教职工提议通过快递寄送奖品。
操静涛眉头一皱， 打开计算器，
一番计算发现快递费用大大增加
了成本， 于是她专门和工会委员
开会讨论， 精打细算， 最终和快
递公司商谈出一个合理的寄送价
格， 谁需要谁来付款。 “要把每
一分工会会费都花在会员身上”，
这一直是她的朴素想法。

她的这些苦心得到教职工的
广泛认可。 2021年， 全校教职工
对工会的满意度超过90%， 尤其
是 “服务学校中心工作所作贡
献” “福利工作” “抗击疫情的
表现” 等项目的分数位列前茅。

对自己 “铁”： 两次骨
折不到半月就返岗

走在校园里的操静涛总是风
风火火， 每场大型活动前后都忙
着张罗， 很少有空坐下来安静欣
赏。她的眼里永远有活儿，为了工
作经常加班加点，自嘲“是一个闲
不住的人”。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
百天”，她曾经在工作中两次肋骨
骨折， 却等不及休养好就返回岗
位，对自己是真的“铁”。

第一次， 在参加北京市教育
工会培训班时操静涛不慎摔倒，
“当时觉得疼痛程度可以忍受 ，
就咬牙坚持受训， 直到第三天中
午才去看病， 被诊断为三根肋骨
骨折， 不得不中断工作。” 操静
涛说。 考虑到有很多事需要自己
负责， 总让同事来家谈工作也不
方便， 她只休息了两周， 就带着

夹板回到办公室。
2019年年底， 操静涛又在学

校摔倒， 当时觉得胸口有些疼没
在意， 忙完手头的工作后才去看
急诊， 被确诊为骨折。 凭借上次
的康复经验她断定自己 “没大
事”， 由于年底各种总结和活动
特别多， 操静涛只休息一天就又
上班了。 领导和同事都劝她专心
养伤， 她却笑笑说： “您让我在
家歇着， 我也静不下心， 肋骨骨
折和其他地方不同， 站着、 坐着
对伤口影响不大， 没事的。” 说
完话她又忙去了。

就在操静涛第二次骨折后一
个多月， 新冠疫情突然袭来， 校
园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 她心
急地到处寻找防疫物资。 打了无
数个电话， 碰了多少次壁， 她依
然毫不气馁， 终于辗转联系上一
家企业， 调拨了一批包括N95口
罩、 消毒液在内的防疫用品。 在
她的努力下， 这些市场上难觅的
“紧俏货” 按照平时原价卖给学
校， 而且第一时间送到校园， 赶
在春节后上班时发到教职工的手
中， 大家纷纷欢呼 “工会真是想
职工所想 ” “这下可救急了 ”。
盯着卸货的她揉着被冻得通红的
双手 ， 才觉察出骨折位置更疼
了。 随后， 操静涛又为学校购买
了几批防疫物资， 每次货物送来
时， 她都会赶来 “坐镇”。

相熟的同事问操静涛：“为什
么这么拼命？ ”她淡淡一笑，“作为
‘娘家人’必须带头，尤其是遇到
困难时更要挺身而出， 不然怎么
服务好职工呢？ ”“那您不累吗？ ”
“很累啊，但心里踏实。 ”

操静涛的为人处世， 和她的
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于
军人家庭， 戎马一生的父亲对子
女要求严格， 教育他们要 “踏实
做人、 认真做事”。 履职的这五
年来， 操静涛身体力行着优良的
家风， 最终成长为一名以真心赢
得信赖的工会 “铁娘子”， 诠释
了一位工会工作者的担当。

环卫车队的“宗·盛”组合
让病毒无处可逃

一个名字带“宗”、一个名字
带“盛”，并且都喜欢歌星李宗盛
的歌曲， 北京环卫集团京环昌平
公司驾驶员郭耀宗和装卸工王昌
盛这对搭档， 被车队同事称呼为
“宗·盛”组合。 本轮疫情期间，这
对组合一直忙碌在清运封管控区
涉疫垃圾一线。

“宗·盛”组合有着非常丰富
的管控小区垃圾清运经验。 4月下
旬，两位师傅顺利完成金达园、通
达园等实施管控小区的垃圾清运
任务。后来龙泽苑东区、北回归线
等31个小区被相继实施管控，垃
圾量暴增。 虽然明知清运管控垃
圾存在感染风险， 但两位师傅却

毫不畏惧。 接到任务后， 二话没
说，便哼着李宗盛的歌曲“拍拍身
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义无反顾地再次出发， 投入到清
运管控垃圾的工作当中。

他们俩每天5点多起床，检查
车辆，给轮胎和驾驶室消毒。来到
管控小区后， 开始第一遍清运作
业。 待郭耀宗把车停到适当位置
后， 王昌盛先是围着垃圾桶进行
消杀，然后麻利地挂桶、倾倒，接
着又是一遍消杀。 按照巡回作业
模式，两人每两小时收集一次，以
便保证居民垃圾及时清理， 防止
垃圾出现满冒现象， 彻底杜绝细
菌滋生和病毒扩散风险。 虽然明

知道有危险， 但二人仍然乐观地
面对工作。当然在特殊的地方，更
需加倍小心。 王昌盛在拖拽垃圾
桶的时候，尽量避免遗撒。万一有
遗撒， 他都会对掉落的垃圾进行
全方位消杀，用备用工具铲起后，
对地面再次进行消杀。 每次消杀
完， 两位师傅还会打趣：“让这些
可恶的病毒无处可逃。 ” 一天下
来， 王昌盛最多要倒近600桶垃
圾，虽然腰酸背痛，却从无抱怨，
他认为服务好居民， 就是他最大
的幸福。

为避让核酸检测点， 有时郭
耀宗停车位置离桶站的位置会很
远， 工作量因此增加了不少。 长

期的作业经验， 他们对龙泽苑东
区、 龙湖冠寓、 金达园等小区的
道路和桶站位置非常熟悉， 经常
在一起互相商量如何优化调整路
线， 既不影响居民出行， 还能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 有时候会
碰到居民反映堵车问题， 他俩总
是笑呵呵地给予解释并想办法解
决。

郭耀宗和王昌盛都不是本地

人，因为疫情影响，两位师傅已经
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虽然想念家
人，想尽快和亲人团聚，但他们把
思念埋在心底。休息时，他俩和家
人视频通话，有时会向父母、妻子
模拟他们是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手套、防护服等进行作业的，也会
将工作时遇到的趣事儿告诉老
人。 他们知道， 只有越快战胜疫
情，他们才能越早与家人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