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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要办成好事
组织女工协管员深入“三违”职工家中，

询问违章经过，帮助分析发生违章的原因，通
过拉家常式的亲情帮教和真情劝导， 让违章
职工真正认识到后果， 彻底扭转盲目冒险的
侥幸心理，筑牢杜绝违章的心理防线。

本来是企业安全管理的好办法， 却被拒
之门外，变成了一次失败的家访。

好心之所以没办成好事， 就在于协管员

只注重宣传教育效果， 而忽视了违章员工的
心理感受。又拍照又摄像，让违章员工在家人
面前颜面扫地，情何以堪？

违章行为无疑是极其有害的。 对违章行
为若不及时纠正，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性
违章，而一旦形成习惯性违章后，人们便“习
以为常”，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违章现
象，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有的新员工看到老工人不按规程的规定
随意作业，既省事又没事，也会跟着这么做；
有的员工看到老工人有章不循，随意违章，就
会跟着学、照着做。 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的
危害不可低估。

企业员工由于文化水平、工作时间、人生
阅历不同，违章表现也不尽相同，安全教育要
时刻抓住“人”这个因素，根据不同的时间、地

点、环境、人员，采取“以人为本、对症下药”，
有针对性的加强安全措施。

因此反违章必须做好安全教育方式方法
的创新。加强宣传及教育，将身边工友习惯性
违章行为整理出来及时公布，组织学习，不失
为一种好方法。但好心要办好事，家访的目的
是发挥亲情的作用，如果因为强行宣传，使家
人不和，岂不是帮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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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失败以后……
近日， 重能集团石壕煤矿女工委组织家

属协管员对三名严重违章人员进行家访，而
一路同行的还有党工部的宣传人员， 看到又
是照相机又是摄像机， 违章人员坚决不接受
家访，他们认为这样的“曝光”让人伤不起。

在现场，工作人员解释说：违章家访是女
工委一项工作， 需要保留图片资料留档备
查，而且宣传也只是本单位内部宣传。 但违
章人员仍然拒绝照相摄像，坚决不让宣传人
员进门。

“我们谁也不想违章受处罚，你们这样曝
光，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多不好啊！ 家中的孩
子知道了，我还怎么给孩子做榜样呢？ ”违章
人员的态度坚决，并说明了理由。

最终，此次家访任务没有完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认为，违章不是

什么光彩的事情，本来就要接受罚款、帮教，
已经很难过了。 还要通过照相摄像大肆宣
传，让大家都知道，面子上过不去。

针对员工们的热议，该矿领导说：“作为煤
矿高危行业， 安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
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违章人员进行帮

教家访是十分有必要的。违章人员不接受照相
摄像，从个人的角度是可以理解，但从企业的
角度需要进行宣传，以此来教育其他员工。 ”

但同时， 此次家访也存在工作人员的方
式方法不恰当的情况， 直接带上宣传人员就
上门，违章人员没有心理准备自然不能接受，
应该提前和违章人员、家属沟通，得到理解和
允许。同时，宣传时要注意保护违章人员的隐

私，可以采取避免正面照或者真名等方式。
为此， 该矿专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讨

论，并达成了共识。对于家访违章人员时，需要
宣传的都必须提前告知并得到允许，对于愿意
接受宣传的违章人员可以视为认识态度好，减
免违章处罚。对于一些典型的违章制作成专题
片警示教育其他员工，专题片注重将案例本身
讲解，说明违章原因、经过以及危害和避免措

施，对事不对人，里面的人物都使用化名。
“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必须

尊重本人意愿。 ”该矿女工委主任王津津说
明了此事的原则，要求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产
生矛盾。

第二次家访违章人员，女工协管员先派一
人到违章人员家中进行了沟通，除了个别人员
外， 绝大多数的违章人员都表示能够理解，愿

意接受照相。协管员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一起
谈心沟通，违章人员很快打开心结，并表示以
后坚决做到不违章，第二次家访顺利完成。

对于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一方面作为资料
存档， 另一方面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宣传，作
为违章帮教的教材，虽然有的员工能够认出其
中的人物，但并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而违章的
人员也有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罗喜林 袁 洪）

一家企业对违章人员进行家访，但违章人员拒绝照相摄像，并坚决不让相关人员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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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两学一
做”紧紧围绕“落地生根”这一目标，坚持
问题导向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着力构
建有效推进机制 ， 努力使每名党员在
“学”中刷新认知、提升自觉，在“做”中磨
砺担当，为全区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注入持久动力。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千差万别 ，
只有坚持分类施策， 做到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 ，突出针对性 ，体现差异性 ，才能取
得好的效果。

为防止 “一个方子吃药 ”，淄川区在
研究制定了全区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的基

础上，紧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实际，分别制
定了农村、 城市社区、“两新” 组织等子方
案，有针对性地提要求、定措施。

在学习内容上，不折不扣落实上级 “规
定动作”，组织党员学习与本领域密切相关
的制度文件。

在农村和城市社区组织学习加强村
(居 )务监督 、推行村级 “三集中三规范 ”工
作法等文件 ；在 “两新 ”组织组织学习建立
“五化 ”机制加强 “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等
内容。

在学习形式上，对党员中的一些特殊群
体实行因人施教。 比如，对文化程度较低的

农村党员 ，采取文艺表演 、顺口溜 、宣传画
等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宣讲；对年老体弱、
无职无岗的党员， 采取寄送资料、 微信交
流、年轻党员结对辅导和送学上门等方式，
帮助搞好学习教育。

在全面落实各级党组织书记讲党课 、
全体党员听党课制度同时 ，淄川区还探索
实行 “流动党校 ”，建立了师资库 ，设立了
教学点 ，择优选派 “理论水平高 、实践经验
多 、党性觉悟高 、宗旨意识浓 ，有思 想境
界 、有干事激情 、有为民情怀 ，干得好又能
讲得好 ”的镇街道 、部门 、村居和企业党组
织书记 ，分类到基层一线党支部为党员讲

党课 ，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 “现
身说法 ”，进一步增强了说服力 、提高了实
效性。

淄川区提出在“两学一做”中落实区领
导“十个一”要求的意见，即：区大班子领导
分别建立一个学习教育联系单位； 帮扶一
个省定贫困村或软弱涣散村居； 到联系单
位上好一堂党课；开展一次集中调研；参加
一次联系单位党员集中活动日； 召开一次
联系单位征求意见座谈会； 开展一次联系
单位谈心谈话； 参加一次联系单位民主生
活会； 参加一次联系单位基层支部组织生
活会；兴办一批惠民实事。

围绕抓实问题整改，淄川区把 “两学
一做”同党的建设、党内生活和党员日常
生产生活紧紧联系起来， 引导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结合实际对标提升 。

着眼明年新一届村居 “两委 ”换届
选举 ， 突出软弱涣散村居党组织整顿 ，
加强对村居党组织书记 、“两委 ”成员和
党员等关键群体思想教育 ，引导他们对
照党章党规 ，把自身问题找出来 、改到
位 ，从而凝聚共识 、增进团结 ，为换届顺
利进行打好基础。

结合创建 “时代先锋 ”，分类明确整
改 “准星 ”和措施 。 要求农村和城市社
区 党 组 织 重 点 整 改 党 员 组 织 观 念 淡
薄 、不起表率作用等问题 ，推行 “5+X”
党员集中活动日制度 ， 引导党员联系
服务群众 ； “两新 ” 组织党组织重点整
改党内生活不经常不严格 、 党建工作
与生产 经营 管理 “两张 皮 ”等问 题 ，深
入开展党员责任区 、党员先锋岗 、党员
攻关组 、 “我为企业献一计 ” 和业务竞
赛 、诚信建设等主题活动 ，引导党员争
当创业创新先锋 。

（闫盛霆 杨辉）

“两学一做”落地生根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呼和浩特铁路局临策基础部苏宏图综合
车间的 5 名党员， 用 6 年的时间践行着党员
的使命， 带领 102 名职工在戈壁滩上构建起
温馨的家园。

地处阿拉善盟戈壁腹地的苏宏图综合车
间职工， 日常所需全靠每周一趟的生活车从
400 公里外的临河运，很难吃到新鲜蔬菜。

车间书记刘国明带着党员和干部， 利用
休息时间， 通过换土、 撒羊粪等方式改良土
壤，一平方米、十平方米，一百平方米，逐步扩
大职工菜园并精心管理， 冷眼旁观的职工看
到破土的幼苗也看到了希望，纷纷义务献工，
小苗长大了，豆角开花了，西红柿上架了，黄
瓜一天比一天大，绿色就是希望。

三亩地的菜园子，350 平方米的蔬菜大
棚，综合养殖场陆续建成了。寂寞的戈壁滩上
传来鸡鸣鹅叫，养殖规模也越来越大：鸡、鹅
300 多只，鸽子 350 只，山羊 65 只，兔子 200
多只，猪 6 头。

车间管内的 185 公里路段自然环境恶
劣，负责工务、通信、信号、水电四大专业维修
及清沙作业等任务，管理难度大。刘国明组织
成立党员突击队，加大跨专业知识的培训，将
每一名职工都培养成多面手。

轨道车司机周玉军、 电力工郝小宁和朱
志勇先后在路局技术比武中获得名次被转为
正式路工； 信号工长张宇平作业时发现 1﹟
道岔纵向裂纹 69 毫米的重大隐患，主任张卫
东立即组织党员突击队和各专业 20 多人赶
赴现场排除了隐患。

2015 年 8 月 2 日，苏宏图站区唯一的供水
设施故障，供水中断。供电副主任黄文明考虑到
干部职工凌晨 3点多就外出作业，现正在午睡，
因此只叫醒了刘国明、 张卫东和郝海强三名党
员，顶着 40摄氏度的烈日，依次排查供水设施。
原来是净化水池密封失效，管路被沙土堵塞，水
抽不上来。找到了原因后立即投入抢修工作，等
职工们闻讯陆续赶来时故障已经排除。

车间的五名党员两三个月不回家是常
事， 每逢节假日， 家属们都带着孩子跑起了
“倒通勤”， 到车间和丈夫团聚， 能帮工则帮
工，能帮厨则帮厨。

2013 年 11 月，该车间成了呼铁局青年干
部实训基地，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接受风沙的洗礼，感受家的温馨。

（付爱民）

戈壁滩上
我的家

■身边故事

本报讯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重点在学，关键在
做。 峰峰集团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但
在“学”上抓的认真抓得牢固，更是在“做”
上用真功见实效。

虽然煤炭行业形势严峻， 但是峰峰集
团的干劲没有减，拼劲没有退，深化企业改
革，加快转型发展等各项工作蹄疾而步稳。
“不说不符合党员身份的话，不做不符合党
员身份的事，平常时候看得出，关键时候站
得出，危急时刻豁得出”已经成为每一名党
员的实际行动。

职工群众说：“是‘两学一做’让峰峰的
党群干部有了崭新的风貌和昂扬的斗志，
保证了煤炭寒冬时期企业的平稳发展。 ”

据了解，“我是党员我带头， 党员要有
党员样”主题实践活动，便是他们具体“做”
的自选动作。

党员要有党员样，党员该是什么样？领
导干部方面，他们提出要在调查研究、科学
决策，创新管理、推动发展，团结协作、作风
形象，关心职工、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表率

带头作用；针对基层一线党员，要求在安全生
产、完成任务、增强本领、攻关创效、联系群众
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要求机关后勤党
员，强化调查研究，当好参谋助手；服务基层
一线发展， 促进和谐发展上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同时，号召离退休职工党员在关心企业发
展，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稳定大局，奉献自身
光热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每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一盏明灯。全集
团 45 个党委、552 个党支部、9983 名在职职
工党员、6074 名离退休职工党员用实际行动
做出了回答。

羊东矿组织全体党员开展“百千万”节支

创效工程。 要求每月每名党员岗位节约、奉
献、创效 100 元以上，每个党小组每月创效
1000 元以上，每个党支部每月创效 10000 元
以上，全矿党员挂牌上岗亮身份。

在梧桐庄矿，每逢周六，机关党支部都
要召集党员义务劳动， 他们分成道木收集、
车盘转运、去除道钉、整理码放四个小队，一
天回收道木 100 余根，道钉 150 余斤，创效上
万元。

现如今，党员义务劳动成为很多矿厂雷
打不动的常规性工作。 职工们说：“每周一
次尽义务，参与者都是党员干部，有什么脏
活累活 ，他们都抢着干 ，积极主动 ，从无怨

言。 ”
擦亮党员牌子，工作中人人奋勇 ，个个

争先，争当改革的排头兵、工作的顶梁柱。
九龙矿牛国强始终将 “党员 ”称谓铭记

在心。 他爱学习、爱钻研，肯吃苦，有担当，
仅 2014 年 以 来 就 完 成 大 小 技 改 项 目 37
项 ，直接创效 170 余万 ，成为河北省 “能工
巧匠”。

大淑村矿李荣全从岗位做起 ，坚信“煤
帮里也是施展个人才能的大舞台。”他靠不服
输的倔劲，实干争先的韧劲，总结出“锚杆钻
进精准操作法”，先后提出锚杆“四不装”、喷
射混凝土“四不喷”、一班“三找线”等作业法，

保证了施工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积极承诺， 勇于践诺， 也是峰峰集团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大亮点。
面对清冷的煤炭形势，该集团提出，坚

守“职工基本工资不受影响、困难职工基本
生活不受影响”以及“给职工一份工作干，
给职工开一份工资”的两个底线。

为了确保实事办好， 他们在二级党委
成立了 367 支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家
庭每个角落，开展走访慰问、生活救助、医
疗援助、岗位慰问、家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
服务活动。

（张国伟）

“两学一做”关键在做

党员要有党员样

□新华社记者宋晓东
一双老布鞋， 一顶解放帽，７０ 多岁

的吴金印在西山金门沟， 挥着铁锹刨坑
浇水，看不出一丝老态。 １０ 年前还光秃
秃的山坡，如今已是绿树掩映，在绝崖陡
壁间， 吴金印带领群众一棵一棵地种下
苍松。

“入党 ５０ 多年，越干越有劲，可年纪
越大越着急， 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没干
完。 ”吴金印拄着铁锹，眺望着远处的荒
山说。

１９４２ 年出生的吴金印现任河南省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卫辉市唐庄
镇党委书记，１８ 岁就入党的吴金印已有
５６ 年党龄，也在农村扎根了 ５６ 年。 他带
领群众拔掉穷根、改善生态、招商引资，
“走后留脚印，蹲下见窝窝”，扎根基层的
吴金印被老百姓叫做“茅草庵书记”。

“我入党的时候宣过誓，要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 向党承诺过就要遵守
一辈子。 ”吴金印说。

出生在抗战时期的吴金印， 对兵荒
马乱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印记。“小时候县
里还有日本兵驻扎， 好不容易赶走了日
本人，国民党又来家里抓猪羊、抢粮食。”
吴金印说，“吃的是猪狗食， 出的是牛马
力”，直到建国后，吴金印的生活才有了
改善。

１９５０ 年，吴金印成了村里第一批读
书的孩子。 “挎上书包，唱着东方红蹦蹦
跳跳去上课，别提心里有多美。 ”吴金印
说，“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饭都吃不上， 哪还能上
学？ ”

从那时起，在吴金印心中，做一名共
产党员是最骄傲的事情。

初中毕业后， 吴金印这个村里难得
一见的“读书郎”成了村会计。 因为业绩
优秀， 工作第一年吴金印就被推荐发展
成了党员，当时全村 １８００ 多人，只有 １０
来个党员， 吴金印也是当年全大队唯一
一名新发展的党员。

“我也是共产党员了，心里头激动得
不得了。”入党后的吴金印工作更是铆足
了劲， 每天早上下地干活都扛着锄头走
到前面；在地里急急忙忙干完自己的活，
歇都不歇掉头就去帮别人干； 看到村里
有人吃不饱， 吴金印就偷偷把自己的口
粮送过去。

“我是党员，党员就是先锋，就要为
群众服务，要不还算啥党员。 ”当年随口
说的一句话，吴金印践行了 ５０ 多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吴金印带领卫
辉市唐庄镇群众山上造田， 让吃糠咽菜
的村民吃上了白馍；八九十年代，他招商
引资、发展乡镇企业，让花钱靠救济的农
民摆脱了贫穷。

在吴金印的带领下， 唐庄这个没有
任何资源优势的山区小镇名扬全国。 行
驶在街道上，百威英博、北新建材等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的厂区随处可见， 花园、医
院、学校、文化中心俱全的农村社区，秀
美堪比别墅区， 全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超过万元。

“共产党员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连
鸡、猪、狗都不如。”入党 ５０ 多年，吴金印
有一套自己的“党员经”。“好党员只有一
条，就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 ”吴金
印说。

今年已经 ７４ 岁的吴金印每天仍电
话不断，不是爬上荒山看绿化 ，就是跑
到镇里看项目。 每次孩子们劝他“见好
就收”时，吴金印都会很生气，“入党的
那天我就没想过退休 ， 只要是一名党
员，就要永远绷紧一根弦 ，尽职尽责为
人民服务。 ”

“茅草庵书记”
吴金印的入党故事

端午节来临之际， 北京建工新材建盛
站通过组织“包粽子”活动，以轻松快乐的
方式将各个岗位的职工团聚在一起， 增进
感情、促进交流、增强凝聚力。 李静 摄

6 月 6 日上午，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党支部书记洪祖明向生产一线党员
讲解如何做一名“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 该支部 63 名党员中的 80%都在井下一线，部
分党员由于工作时间与党课学习相冲突，未能及时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因此区
党支部在党员下井前开设了“班前党课”，把缺的一课给补上。

李志勇 摄

班前补党课

据新华社电（记者萧海川）邻居家的树长
过了界，戳坏自家的屋瓦；亲戚家子女虽多，却
在赡养老人上推三拖四……遭遇这些看似琐
碎的争端与纠纷， 山东济宁曲阜市的老百姓
就会说：“走！ 到‘和为贵’调解室拉拉理去！ ”

曲阜市书院街道宫家村有着 ３３０ 户村
民。“和为贵”调解室就设在村委会的二楼。走
进调解室，“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
空”的标语映入眼帘。 房间里圆形会议桌上，
摆着“人民调解员”“申请人”等座签。

“农村之间邻里纠纷， 既要讲理也要讲
情。家务事难断，但不能拖着不办。”村支书宫
建告诉记者，调解员队伍由村两委班子成员，
以及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工人等乡
贤组成。 万一调解遇到困难，就向镇级“和为
贵”调解室求援。

宫建说， 有一起因翻盖新房而起的纠纷
令他记忆深刻。 那时宫家村宅基地建设只规
定水平高度，未对房屋宽窄作明文规定。有村
民新建的房屋，妨碍了西邻采光，引发不快。
大家坐在调解室里一谈， 就谈出新房西南角
做成玻璃阳台的办法，兼顾两方权益，一个上
午化解了矛盾。

眼下， 曲阜市已在所有 １２ 个乡镇街道、
４０５ 个行政村中，建立起“和为贵”调解室。 这
些依托村委会、 政府大院等既有办公设施成
立的调解室，面积或有大小，但陈设布局大体

相近。调解工作的流程也形成标准化，并张贴
在醒目位置。运行两年多来，这一调解机制累
计调解各类纠纷案件 ３０００ 余件，调处成功率
达到 ９８．１％。

“和为贵”调解室，正如其名所宣示的，依靠
情理与道德的力量。如今，曲阜又在积极引入法
律的力量，保护“和为贵”调解室取得的成果。

曲阜市陵城司法所所长朱明辉日前来到新
兴庄村。他随身携带的文件袋中，装着几份《司法
确认申请书》。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让村民霍云芝
夫妇与村两委负责人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字。

申请书的内容很简单。 当事人因人身伤
害赔偿纠纷，经过镇级“和为贵”调解室的调
解， 与村委会达成一系列协议， 明确赔偿款
项、获赔金额、支付方式等内容。 申请书的目
的也很简单， 就是：“现就上述协议请求曲阜
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确认”。

“等法院核准了这份申请书，之前的调解
协议就有了法律效力，谁也不敢赖账。 ”朱明
辉告诉记者，这样不管谁当村主任、村支书，
都要履行协议内容。

调解， 当然不是一切矛盾纠纷的灵丹妙
药。但在基层干部眼中，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精
神的“和为贵”调解室，如同一块缓冲区，让
“小矛盾不出村， 大矛盾不出镇， 矛盾不上
交”。 “矛盾少了，心情美了，这日子自然会过
得更好。 ”宫建说。

“和为贵”调解室化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