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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职工多行好事，让德者有得。真情巴士将更多的关爱、福利、薪酬向有德职工倾斜——

十米车厢衍生“好人共生”效应

心路G

读者来问

以“邮”为媒话党史 方寸天地见先锋

北京西城打造邮票特色党建家园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以深入实施“双

提升”工程和“红墙先锋工程”为契机，依托

“楼院+”党建项目，对枫桦社区门楼巷 15 号

院的侧墙宣传栏、休闲座椅进行改造升级，同

时以邮票为载体，以“邮票上的党史”为主题

打造邮票小院。

门楼巷 15 号楼的 24 户居民曾是中国集

邮总公司职工，对邮票有着深厚的情怀。枫

桦社区党委利用居民的集邮特长，社区党委

发动院里的党员群众，以“观邮票，知党史”为

主题，在小院里广泛开展邮票征集活动。在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集齐了新中国成立后

发行的反映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 49 枚

邮票，打造出了一面“邮票史上的党史”宣传

墙，让百姓家门口变身“红色宣传阵地”。

同时，征集邮票的过程也成了枫桦社区

第七党支部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党史教

育活动。第七党支部书记朱明说：“邮票中看

党史，学党史、感受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让

院里的党员和群众多一种方式了解党的成长

道路，从中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进’的精神力量。”

门楼巷 15号院改造开始前，朱明就告诉

每家每户要在国庆节开展拍摄小院“全家福”

活动，和焕然一新的小院环境相结合，一户都

不能少。这张“全家福”也成了小院邻里情感

的助推剂。

在楼门巷 15号院，有一位“百事通”杨师

傅，谁家下水道堵了、水管坏了，杨师傅总能

随叫随到。不仅如此，杨师傅还做得一手好

菜，他的炉灶也成了小院人的“共享炉灶”。

楼里有一位高龄孤寡老人，孩子不在身边，杨

师傅就经常帮着老人买菜，还根据老人的口

味调整菜品。听到感谢的话，杨师傅总是笑

着说：都是顺手的事儿。

变化的还有楼里居民的互动。“真的不一

样了！互动感更强了。”朱明介绍，楼里的居

民大多是退休职工，退休后大家之间的交流

也少了。但是小院改造后，大家熟知的小小

邮票成了联结情感的纽带。在讲述楼院的变

化时，朱明这样形容：“小院打造好后，不仅让

楼里的居民和街道、社区的关系更紧密了，也

让大家的凝聚力更强了。”

从院墙修整到邮票小院打造，带给居民

的不仅仅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有共创家园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居民说：“现在我们和社

区居委会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春节期间，看

到社区工作者为楼院的居民进行春节氛围布

置，送福字、贴对联、插国旗……在居民眼里，

社工行在院里，暖在心里。

如今，在枫桦社区门楼巷 15 号院，邻里

和谐，大家从分散的家家户户，变成了 15 号

院亲如一家的温暖氛围。辖区单位、在职党

员们也纷纷加入到家园议事、月末清洁日中

来。心在一起，劲儿往一处使，院里环境越来

越好，感情越来越浓，真正实现了家园的共建

共治共享。

枫桦社区党委书记钟宝珊介绍，社区以

支部党员为纽带，党员、居民代表集思广益，

把邮票特色与楼院改造相结合，用邮票背后

鲜活的党史故事，带领居民重温红色足迹，

并将这种红色精神转化为家园共治的动力

和干劲。今后，社区党委将继续依托邮票小

院的“红色宣传阵地”，将邮票中的党史精神

传送到千门万户。立足老旧小区治理这个

关键课题，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双带”

作用，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弥补基

层治理“最后一米”的短板，打造地区治理先

锋样板。

您好，我是企业的一名政工干部，为了提升思想政治

工作的有效性，我们会经常找基层员工谈心。可是，大家

都不愿敞开心扉，每次谈心总是草草了事，没有达到效

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山东 杨恒

杨恒您好：
领导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和谐关系是企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中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和谐最为

关键。基层管理人员在对员工进行管理时，最有效和常

用的方式就是谈心。

初衷良好，为何没有达到目的呢？与员工谈心，只有

抓住问题的症结，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谈话质量。

首先要了解员工。作为管理人员，应该主动关心、爱

护每一位员工，观察、了解、摸清每位员工的个性和特点，

只有这样，谈话才具有针对性。针对员工思想、学习和生

活中的问题，积极主动有效地开展各种问题的化解工

作。对性格内向的员工可采取“拉家常”的办法，由远及

近先轻后重，循循善诱；对性格孤僻、不合群的员工要善

于摸清对方的内心情绪和要求，回避冷场和令人烦恼的

问题，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对性情耿直爽快，性格外向

的，可直截了当地把问题点透，不兜圈子。

其次，要换位思考。对员工的爱心是一股巨大的教

育感化力量。员工体会到你的爱心就能展开心与心的交

流，容易接受你的引导。因此，在和员工谈话时要多进行

“将心比心”。也就是要以员工的年龄特征、心理因素、知

识状况、生活经验和工作态度为前提，用员工的眼光去审

视，用员工的思想去体味、去评判，在心理上、思想上完全

从员工的角度出发，寻找与管理的通用标准相衔接的“联

系点”，慢慢引导员工提高认识。

此外，还需营造氛围。与员工谈话，开始时对方往

往并不注意你讲的道理，而是看你对他的态度和感情。

如果你不首先搭起感情的“桥梁”，而表现出漫不经心的

样子，员工心中就会筑起一道无形的“围墙”，畏而远

之。如果在谈话时运用分寸恰当的语言，营造良好的谈

话氛围，就会消除员工的局促不安和顾虑，向你坦露真

实的思想。

总之，与员工谈话时，应避免简单急躁，急于求成。

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上纲上线吓唬人的话，不解决

任何问题,甚至还会使员工产生厌烦的心理和抵触情

绪。希望你多了解多学习，做员工真正的贴心人。 蓉娟

专家心解

员工为何不愿敞开心扉？

管理者要学会“将心比心”

阅 读 提 示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可是如真情巴士这般，一群人经年累月地奉献岗位、服务社会，

其内在驱动力是什么？除了企业重视，氛围的养成更多地依靠榜样带动。员工们说：“身

处这样的环境，会不由自主地留心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会时刻想着‘我能干点什么。”“当

你看到受助者感激的眼神，就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在真情巴士上，十米车厢衍生出

的“好人共生”效应已经遍地开花，所到之处，一路芬芳。

本报记者 张嫱

因为一句“阿姨会常来看你”的约定，山

东青岛真情巴士集团东 9路驾驶员邢彩丽和

同事们当起了小森和弟弟的“驾驶员妈妈”。

逢年过节、哥俩生日、寒暑假期，邢彩丽都会

驱车往返 90多公里前去陪伴，用妈妈般的温

暖抚慰两个孩子孤独稚嫩的心。

车厢里的“一元欠条”，刘雪飞“爱的抱

抱”，陈云姣省吃俭用 10万元帮扶春蕾女童，

于义睦、卢振华连续 9 年每天将脑瘫患儿赫

赫抱上公交车……发生在真情巴士车厢之

内、延伸到车厢之外的感人故事，一次次掀起

网络涟漪，衍生出“好人共生”的连锁效应。

十米车厢 流动的“家”

据统计，真情巴士每年收到的表扬信达

4000 多封，仅 K1 路驾驶员于义睦就曾创下

年收 1500封的纪录。

1999 年，20 多岁的于义睦进入真情巴士

集团，那时的公交行业并未形成统一的服务

标准，于义睦却对自己提出了不一样的要

求。他总结提炼了“五心四点”工作法，热情

对待每位乘客；为了避免乘客坐过站，他在语

音播报的基础上增了人工报站；遇到行动不

便的老人，于义睦总是停下车，搀扶甚至抱着

乘客上下车……

2012 年，真情巴士成立了于义睦创新工

作室，优选 7个分公司 130余名驾驶员成为工

作室成员。榜样效应传播到真情巴士每个基

层班组，大家把十米车厢当作事业，用心用情

去经营。

驾驶员们将十米车厢当成乘客流动的

家，“家”里的暖情故事也在不断上演。2022
年 9 月，一则“一元欠条”的视频霸屏全网。

这天，小学生刘栩铭乘坐 K23 公交车刷卡时

发现余额不足，正要转身下车时被驾驶员崔

慧叫住，并拿出公交卡为其垫付。下车时，

刘栩铭将一张手写“一元欠条”塞到了崔慧

手中。

“我们的驾驶员乘坐公交车是免费的，但

是很多人都自费购买乘车卡，就是为了帮助

有需要的乘客。”真情巴士宣传办公室主任贾

佑玲说，刘栩铭的母亲得知此事后，为崔慧送

来了 100 元公交卡，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

的人。

刘雪飞为情绪低落的女孩送上苹果，车

辆抵达后得到女孩“爱的抱抱”；王立彦为北

京乘客提供雨伞，一周后收到寄回的两把雨

伞；段国立为乘客送上口罩，不久后收到乘客

感恩回馈的 5万只口罩……

“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刘雪飞

说。正是这些“小事儿”，将车厢的大爱播撒，

温暖慰藉着每一位乘客。

车厢之外大爱延续

2014 年夏天，于义睦发现车厢角落连续

几日坐着一个男孩，每天总要跟着他“跑几

趟”才肯离开。一天傍晚，交班后的于义睦主

动走到男孩身边。原来，男孩名叫泽远，父母

离异，一次偶然的乘车让他感觉这位叔叔特

别亲切热情，于是隔三岔五就来乘车。

得知小泽远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于义睦

与他约定：“如果学期末评上三好学生，于叔

叔就给你当干爸爸。”

约定当年，小泽远就评为了三好学生，此

后 8年，于义睦承担起了爸爸的责任，在他的

关爱引导下，如今 18 岁的泽远性格开朗、成

绩优异，正在为高考全力冲刺。

像这样结缘于车厢，延续到车厢之外的

故事，真情巴士还有许多。

为了提升车厢服务，于义睦自制了“服务

卡片”放在投币箱旁边，上有姓名、电话等个

人信息，感受到于义睦热情服务的乘客总是

随手取一张，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也喜欢找他

帮忙。义务服务的多了，于义睦成立了志愿

者服务队。随着队伍的壮大，真情巴士成立

了“聚真情”志愿服务联盟，旗下 21支志愿服

务队都由驾驶员自发成立，1460 名志愿者职

工每年参与志愿服务 1.5万次。

“农历五月廿七，正月十三”，面对记者的

提问，邢彩丽可以脱口而出小森和弟弟的生

日；相识于车厢，连续 8 年坚持每周看望“亨

廷顿氏舞蹈症”患者崔可峰，帮他清洗衣物和

身体，被问及“你不嫌脏吗”，21 路驾驶员韩

建平轻描淡写地说“我不在乎”。

让离异、困难家庭的孩子变得性格开朗、

优秀上进，陪伴空巢老人安度晚年，帮助失志

青年重拾生活的信心，常态化地进社区、进乡

村、进校园开展活动……近几年，集团先后涌

现中国好人 1 人，感动交通年度人物 3 人，山

东好人 15人等近百名先进典型，他们聚团成

火，播撒爱、凝聚爱、传递爱。

“好人共生”落地开花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可是如真情巴士这

般，一群人经年累月地奉献岗位、服务社会，

其内在驱动力是什么？

面对记者的疑惑，真情巴士集团副总经

理、工会主席刘志强道出了缘由。早在 2012
年，集团便制定了成熟的奖励机制，鼓励职工

多行好事，让德者有得；日常管理中，将更多

的关爱、福利、薪酬政策向一线有德的驾驶员

倾斜，让他们“心中有爱，才能传递爱”。

氛围的养成更多地依靠榜样带动，正如

韩建平所说：“身处这样的环境，会不由自主

地留心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会时刻想着‘我能

干点什么’？”“当你看到受助者感激的眼神，

就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邢彩丽说。

于义睦这些年奔走于全国各地开展宣

讲，受他的鼓舞，北京海淀区两万名快递小哥

成立了“甘小美”志愿团队，免费帮助老年人

采买生活用品、药物，提供上门维修等服务。

2015 年开始，于义睦的志愿队伍里多了

一个瘦小的身影，泽远得知“爸爸”每周都会

开展志愿服务，主动要求加入。2018 年，泽

远自发成立了青岛公交青少年爱好者公益联

盟，四年组织 70 余名青少年开展礼让斑马

线、文明排队乘车等志愿服务 400 余次。泽

远还利用一切时间“跟车”，学着“爸爸”的样

子，热情地打招呼、帮忙搬抬物品、人工报站，

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报考交通运输专业。

透过车载录像，贾佑玲发现车厢正在发

生着变化。早些年，遇到乘客晕倒、救火、搬

抬重物等事件，都是驾驶员独自处理。而现

在，“冲上前”的乘客越来越多，满载爱意的真

情巴士正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新区市民，激发

出更多城市文明行为。十米车厢衍生出的

“好人共生”效应已经遍地开花，所到之处，一

路芬芳。

家门口的图书馆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庞煜

“能在小区空地建一处儿童乐园吗？小

区地方挺大，但就是没有遛娃的地方”“我们

这个小区老年人偏多，周围都没有菜市场，买

菜成了大问题”……近日，四场酣畅淋漓的

“吐槽大会”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先锋道街

道哈达社区、北嘉社区、青园社区、光荣社区

四个社区同步举行。

“吐槽”只是开始，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吐

槽”过后对于问题的及时解决。先锋道各社

区共建单位负责人，社区书记，物业公司代表

等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关于门店油烟、下水

道管网、规范停车、公共基础设施等问题，就

大家的“吐槽”进行了即席作答。

家住包北院小区居民李先生吐槽社区老

年人多、生活配套设施不足，生活日用品采买

不便等问题。青园社区党委牵头，引进九号仓

储购、小蘑菇有限公司为居民们提供物美价廉

的放心果蔬、日用品，形成了“邻里生活店”为

老服务融合体验项目，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养老

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碎片化”需求。

家住幸福路一号街坊居民杨女士吐槽：

小区属于学区房，陪读流动户多，家长课业辅

导负担重，学生课余活动单一。北嘉社区党

委利用现有资源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党群服

务中心实践基地+校外素质拓展结合的方

式，形成“向上吧少年”红领巾公益 We 课堂

社区服务项目，利用节假日为社区孩子提供

校外服务和实践活动。

如何把辖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带动起来，

建立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哈达社区

党委推出“红色科普共同体”党建服务联盟项

目，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天文科普工作室

等功能区为社区居民开展了体验式服务……

据了解，为了找到“真问题”，解决“真问

题”，包头市青山区先锋道街道哈达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大厅增设了一个特殊

的服务窗口——社区居民“吐槽窗口”。

“哈达社区通过‘吐槽窗口’，收集居民需

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对社区活动在认识

上发生了改变，从被动参加到主动参与，从被

动服务到主动要求。”哈达社区居委会主任薛

旭峰说，“先锋道街道各社区利用每月开展的

‘吐槽大会’‘小巷嘉事’‘青听零距离’‘万家

小院’等民情议事会，组织社区党委、居委会、

业委会、居民代表、物业公司、共建单位等多

方代表参与共商、共治、共管。”截至目前，通

过“吐槽”收集各类群众意见 420 条，形成为

民服务项目 6 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暖

心事 200件。

为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先锋道街道在

开展线下“吐槽”的同时在线上也开展了“云

吐槽”，让居民在网格微信群就可以提出困

难、反映问题、寻求帮助，使得“吐槽大会”变

成了“基层好声音”，这些吐槽大会纾了民怨，

也暖了民心。

提升京津冀地区文化与经济融合
本报讯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举办的大力弘扬燕赵文化、助

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文化、旅

游、商业行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分别就如何大力弘扬燕

赵文化、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燕赵大地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经

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丰富、独特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代表之一。步入新时代的燕赵大地更需要在文化自觉自信

中，讲好燕赵故事、传播好燕赵声音，推动好燕赵大地经济社会

协同发展。论坛中，文旅学者表示，要盘活历史文化资源，使其

与现代社会接轨，让城市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要创新思维、拥

抱新科技，传承城市文脉、扩大城市文化影响力；寻找传统和现

代的融合点，借助网络的传播优势，使其成为有特色、有人气、

有血脉、有流量的文化符号，让历史变得有温度、更亲近。与会

企业界代表提出，应注重京津冀文化与经济融合，全面提升城

乡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贡献。要重视文

化建设，扩大文化产业价值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把握好经济

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弘扬当地特色文化中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会上，还宣布成立燕赵文化委员会。 （岳瑛）

让“槽点”变“亮点”，切实

纾民怨、暖民心

“吐槽大会”变成“基层好声音”

货运线上的“铿锵玫瑰”
本报讯 眼睛紧盯电脑屏幕，每趟列车都要和相关岗位人

员联控 10多次，一句话需要重复 60遍。中铁十五局轨道运营

公司靖神运输处行车班组及货运班组的女职工，被称为货运

专用线上的“铿锵玫瑰”。

因为行车作业的特殊性，岗位上必须每分每秒都有人在，

大家轮流倒班，一天 24 小时“无缝衔接”。从接班到交班，她

们始终坐在电脑屏幕前，紧盯列车闭塞、邻站发车、本站到达或

通过、再到达邻站的情况，一个白班的联控用语多达 100 多

次。凌晨 4点，伴随着最后一趟列车从邻站出站，她们便开始

审核设备单位提前登记好的天窗、施工内容，协调设备单位，报

告行车调度员，签收调度命令，布置揭挂各种行车警示牌。在

外勤作业时，她们认真抄对每一辆车号，从头到尾仔细检查每

一辆车的车门、车窗是否完好，有无破损。无论是刮风下雨，从

不省略任何一个步骤。为防止超载、偏载现象发生，她们要在

装车现场全程监装，现场装载机轰鸣声震耳，煤尘飞扬，一列车

从进站到装车完毕，需要检查好几个来回，步行大约 7 公里，

遇到装车繁忙的时候，一天要装十几列，一个班下来，姑娘们

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可是她们从不叫苦叫累，总是乐呵呵地

说：在平凡岗位也要绽放。 （王亚飞 王伟林）

党员突击队铺就平安路

春运结束后，为期40天焦柳线集中修拉开序幕。新乡电务
段党委以“勇当‘火车头’，先行做贡献”主题宣讲为契机，组建党
员青年突击队跨车间组织生产，确保安全生产。 王天添 摄

3月16日，一处位于山东省菏泽鲁西新区丹阳街道的“牡丹书房”。近年来，山东省菏
泽市打造以“牡丹书房”为统一品牌的城市书房网络，营造15分钟城市阅读圈。目前全市
已建成“牡丹书房”36处，这些书房里面的图书全部对居民免费开放，与市图书馆通借通还，
成了居民家门口的图书馆。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