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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突出加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工会工作

记者阮向民报道 接连发布
的高温预警，寓示着这是一个

“狂热”的夏天。烈日炙烤下，有
一群人却始终没有停止奔忙的
脚步，被汗水浸湿的身影让人感
到心疼和不安。不过这个夏天，
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一个名词：
职工服务驿站。在嘉兴，1100
余个驿站向户外劳动者敞开“家
门”。一路上有“家”，究竟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

“家”的味道越来越浓

在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新区
新城路的户外劳动者驿站门口，

“美团”外卖配送员周子坤摘下头
盔，熟练地扫脸进站，打开冰箱麻
利地取来一瓶冰镇矿泉水痛快畅
饮。高温下的日子，周子坤每天
都会来驿站待上一会儿，在他眼
里，驿站就如家一般温暖亲切。

“我们这里的户外劳动者身
份信息都录入了电脑，只要刷脸
就可以通过门禁，全天候随时免
费领取矿泉水、八宝粥、冰红茶、
绿豆汤等清凉用品。”黄湾镇总
工会副主席许剑峰介绍说。

“家”的味道浓不浓，看看驿
站里的“家当”就知分晓。在余南
社区“惠工小站”，设置了阅读角、
乒乓球室、健身房。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小站里还专门腾出空间，
布置了一个“爱心厨房”，除了平

日里喝口水、歇个脚，户外劳动者
还可以相约在这里过上一个集体
生日，吃上一顿团圆饭。

有“家”，就有关爱。在平
湖，工会的服务职能逐渐落地到
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当湖街
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范海珠介
绍说，驿站有了，人气旺了，如何
将服务送到每一个户外劳动者
的心坎里，让关怀落实到每一处
细节，是出给工会组织新的课
题。为此，当湖街道总工会常态
化开展各种活动，邀请律师、心
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走进驿站，
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提供精准服务。

“红”的色彩越来越艳

日前，位于南湖区嘉禾移动
营业厅内的“惠工小站”开展了
一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专
题宣讲，工会志愿者深入浅出地
解读党代会报告，引发了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热烈讨论。

嘉兴是革命红船起航地，如
何把最鲜艳的革命“红色”融入
到服务驿站，团结引领职工建功
新时代，嘉兴各级工会把“守好
红色根脉·班前十分钟活动”搬
进驿站，利用户外劳动者碎片化
的休息时间，把党的创新理论、
省党代会精神传递给更多的职
工。 （下转第4版）

记者曾晨路报道 在杭州临
平区南苑街道，网约车司机刘海
峰是“明星”——他是2021年度

“最美南苑人”中唯一一位来自
新就业群体的代表。那一天，他
站在舞台中央，接受表彰；不少
同行按下“停运键”，前往会场争
相与他合影，共同见证这难忘的
时刻。

从游离在组织之外，到获得
关爱和荣誉，这一切的转变源自
南苑街道叠华网约车联合工会的
成立。工会不仅把网约车司机

“揽入怀”，而且给予贴心服务和
保障，更是不断提升他们的职业
认同感，让这些在临平安了小家
的网约车司机，有了能够展示自
我的“大家”。

探索路径破解难题

南苑街道与杭州主城区东部
接壤，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众多。为服务保障好他
们，2021年11月，以“叠华爱心驿
家”为平台，南苑街道叠华网约车
联合工会成立。

建会之后，如何跟进管理、保
证正常运行？一系列问题摆在了
这个“新生”的联合工会面前。

以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架构
破解管理难，便是探索之一。叠
华网约车联合工会主席杨烁峰介
绍，网约车联合工会下设6个工会
小组，每个工会小组下设3个班，
每名班长负责联系8—10名会员，

“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架构，不仅
有效实现工会服务全覆盖，也能
及时接收会员诉求并反馈，良好
的互动，增强了凝聚力、战斗力。”

联手共建，则是叠华网约车
联合工会为破解经费筹集难而探
索走出的又一条新路子。目前，
叠华网约车联合工会与理想集

团、杭州银行、农商银行、南苑商
会等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建立帮
扶机制，共同解决网约车司机在
就业、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急难问
题。目前，已吸引168名网约车司
机加入，其中女职工会员24人，党
员12名，退伍军人8名。

点滴关爱凝聚人心

把小家安在临平，加入工会
组织后，在临平有了“大家”，这是
不少入会网约车司机的感受。

加入工会让柳利利幸福感爆
棚。今年3月，她与20多名女会员
司机度过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一
个“三八”节——前往超山赏梅，聚
了餐、吃了蛋糕，仪式感满满。工
会给予的关爱，柳利利都记在心
里：享受免费体检，收到清凉礼包，
参加春游，前往宁波疗休养……

为更好地服务保障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去年，临平区总工会出
台暖“新”十条、服务成长“十条”，
为他们提供各项暖心服务和全周
期培养计划。

杨烁峰介绍，工会在绿城玉
园小区内建立了设备功能齐全的

“叠华爱心驿家”；协调交通运输
局、南苑交警中队等部门在水景
公园外道路一侧开辟两个网约车
停车位；联合区住建局、区档案馆
等部门在水景公园内设立临平区
历史文化长廊，陈列临平不同时
期的城市照片、不同时代的劳模
工匠，让网约车司机在休憩的同
时感受城市发展和人文底蕴等。

一项项实打实的举措，让会
员司机在第二故乡有着满满的幸
福感。

正向激励激发职业认同感

有幸福感，更要激发他们的
职业认同感。今年7月，刘海峰被
评为“最美南苑人”，那几天，联合
工会的群“炸”了，一份份祝福向
他涌来。从开办箱包厂到开网约
车，刘海峰的人生跌宕起伏，让他
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他会站在舞
台中央，收获荣誉，接受注目。

“这份荣誉是刘海峰的，也是

我们所有会员司机的。”杨烁峰
说，自工会成立之日起，就在发现
司机闪光点上下功夫，不断提升
他们的成就感，增强职业认同
感。疫情期间，包括刘海峰在内
的14名会员司机投入抗疫一线，
自发为居民送菜、在社区参加志
愿服务等，“还有位网约车司机蒿
赴，连续8天免费接送一位因家人
被隔离的小学生上下学，这些事
迹，我们都及时在微信群里表
扬。今年4月，还专门对他们进行
了慰问。”

正向激励如同阳光雨露洒进
会员司机的心里，越来越多的会
员司机感受到，临平是他们的第
二家乡，要为它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今年中高考期间，需要5辆网
约车作为“爱心助考”车辆，刘海
峰在群里征集时，一下子有69人
报名。去年底，“叠华网约车爱心
车队”成立，当时只有9名队员，如
今，所有会员司机都表示愿意参
加志愿活动。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俞
文忠报道 由湖州市群团改革专
项小组、市“数智群团”工作专班
指导，湖州市总工会主办的“群团
之声”湖州市抖音短视频大赛于
日前启动，号召广大职工群众积
极参与，用镜头讲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故事。

大赛面向全体湖州人及全网
短视频爱好者，参赛作品要求以
群团之声为主题，围绕湖州风光、
湖城变化、励志奋斗、精彩技艺、
文明实践等内容。参赛者可以用
镜头记录湖州人民携手奔共富的
奋斗拼搏精神，也可以捕捉全市
人民在“实干争先·奋斗有我”大
行动中励志奋斗的感人瞬间。参
赛视频要求不超过3分钟，手机、
相机拍摄均可，横屏或竖屏都可
以，但要求画面干净，可加字幕，
文件大小不超过300MB。

启动仪式后，大赛就进入了
短视频网络征集阶段，湖州市总
工会将广泛发动全市群团干部、
职工群众和短视频达人拍摄投
稿，然后集中展示优秀作品并进
行网络投票，组织专家评委对作

品进行评审，预计在10月中旬
至下旬举办大赛优秀作品发布
会并进行颁奖。本次比赛将评
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一
等奖获得者将得到价值3000元
的奖励。

想要参赛却不懂视频拍摄
技巧怎么办？湖州“娘家人”早
就为广大职工群众安排得妥妥
的，自比赛启动到10月中旬，湖
州市总工会将举办短视频拍摄
编辑直播培训，让新手“小白”能
快速入门。

本次大赛是扎实推进湖州
市群团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落实

“群团之声”应用场景建设的具
体实践之一，也是充分展现“在
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城市品牌的
有效途径。湖州市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经审会主任劳敏敏介绍
说，“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网络平
台传播优势，将群团工作与互联
网自媒体平台相结合，着力打造
群众爱看、爱谈、受用的‘群团之
声’自媒体+应用特色阵地，助力
建设绿色低碳共富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湖州。”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
员胡晓萍报道“真好奇老爸到
底是干什么工作的，经常深更
半夜出去上班。”“本以为爸爸
从事的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
但当有一次，我无意间打开爸
爸一本破旧的日记本时，我发
现上面记满了要背的公式与化
学反应方程，我知道了爸爸是多
么不容易。”……

为引导职工“努力工作 幸福
生活”营造和谐企业，近日，宁波
市水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开展
了包括“我爱我家”图文大赛、

“我的爸爸（妈妈）是水务人”、评
选“育苗奖”和“特别育苗奖”等
内容在内的“家庭家教家风”系
列活动。

活动中，共有近百名职工和
职工子女积极参与，多形式弘扬
家庭美德，树立时代新风，展现
了水务职工们争做当代“家庭家
教家风”的表率，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精神风貌。
职工们通过生活照和心得

感言展现家庭建设中的好风气、
好做法和好风尚。“与父母牵手
散步”“父子俩静静地看书”“从
小鼓励家务劳动”……和睦的亲
子关系、良好的家风家教，离不
开父母与孩子的共处与陪伴，一
句鼓励，一个拥抱，让家变得坚
强，变得温暖。

“没想到我的一言一行，孩
子都看在眼里，这次儿子写的
《我爸是个供水人》感动到了我，
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给儿子
树立好榜样。”集团制水分公司
毛家平水厂职工陈建锋说。

“水务职工们不仅要努力工
作，也要幸福生活，更要怀有为
社会为国家的未来培育好人才
的责任与担当，从我做起，每个
水务人都有倡导良好‘家庭家教
家风’的影响力。”宁波市水务环
境集团工会主席宋飒英说。

记者程雪报道 韩吾江无法
忘记自己在2014年杭州无喉者复
声培训班说出的第一句话，“大，
家，好。”当他艰难地逐字说出时，
在场者都激动得红了眼。他们因
患头颈部肿瘤不得不选择全喉切
除，虽然无法发出声音，但仍向这
个全班首个学会发音的人投来敬
意的目光。

这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组织的
第一场无喉复声培训班。此后医
院成立无喉有声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无喉复声公益培训15期，帮
助 500 多名因病致哑者重获新

“声”，更帮助他们克服负面情绪，
勇敢地走出阴霾拥抱阳光。

沉默在尖叫

10年前，那些身患喉咽癌、晚

期甲状腺癌等头颈肿瘤的患者，
在面对医生给出最佳治疗方案中
包含全喉切除时，必须思考一个
问题，保命还是保声音。

“保命就会失去声音，连‘啊
啊啊’都发不出来，活了大半辈
子，说话已经如同呼吸般简单自
然，突然哑了肯定影响生活质
量。”即便如此，吴文斐在2006年
查出晚期甲状腺癌的时候，仍接
受全喉切除术，“医生说我的癌细
胞已经扩散到声带上，保命要
紧。”

术后，吴文斐身体恢复得不
错，只是多了随身携带写字板和
笔的习惯。一次在家二楼卧室，
他想说买点羊肉烧菜，可写字板
落在一楼客厅，比划半天家人没
弄明白，气得他直摔东西，“叫不

出喊不出的，觉得自己真没用，离
开写字板简直活不下去。”那阵
子，他不愿出门，也不爱与人交
流，生怕别人笑话自己。

无喉者的后半生往往靠纸和
笔代替说话，交流不畅和误会误解
成了他们跨不过去的坎儿，碰到不
识字的人，这个方法就失灵了。

韩吾江自从因患声带鳞状细
胞癌而做全喉切除术后，他的生
活就失去了色彩。“家里有几个不
识字的农民亲戚，从前我们总在
一起聊农村趣事，聊庄稼收成，有
说不完的话，手术后却只能相顾
无言，那滋味难受啊。”他曾在术
前一天用手机录下自己的声音，
时不时地拿出来听听。

无喉者的世界是沉默的，即
使内心在尖叫，他们仍然无法发
出任何声音。随着省肿瘤医院为
患者开展公益培训班，他们终于
找到了重“声”的机会。

站在光里

“嗝，1，嗝，2，嗝，3。”在省肿瘤
医院开办的无喉复声公益培训班
上，王建国整整打了三天嗝才说出
话来。这位也是因喉癌把喉咙全
部切除后首次发出声音的患者。

王建国学习的食道发声法距
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完全通过
自身食管发声，是最简单、成本最
低的发音功能康复方法。打嗝是
所有学员必须学习的技能，只有
通过打嗝引起空气流动，自我控
制空气流动才能发出声音。

“方法不难，学会自主打嗝就

行，但需要勤加练习，打嗝越长意
味着说话字数越多，交流越顺
畅。”培训后的几个月里，王建国
每天断断续续练习三四个小时，
有几次把食道练到疼痛、发炎，

“被迫”停几天休息休息。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无喉者

都能像王建国一样积极做复声训
练，多数患者都以愁眉苦脸的姿
态面对人生。病房里，有的患者
三十来岁就放弃学习说话，有的
患者身边有亲人陪伴却还是惆怅
不已。“我参加复声训练那年都快
70岁了，我都能做到，你们一定可
以。”韩吾江每次来医院复查时，
都会到病房里转一圈，跟病友们
讲讲自身的经历，鼓励大家积极
学习食道发声法，重新拥抱生活。

随着省肿瘤医院不断推进无
喉复声公益培训班，曾经像王建
国、韩吾江一样的学员也慢慢成长
为无喉复声培训老师。他们不仅
知晓食道发声技巧，更能切身说法
让大家对开口说话充满信心。

在去年的培训班开班仪式
上，30多名无喉志愿者献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特别
版的歌曲向在场学员传递一个信
念：勇敢走出疾病的阴霾，站在光
里，才能感受到世间温暖。

学会守望相助

对于进行过喉咙全切或部分
切除的患者来说，重新开口说话
的音色往往比常人更低沉嘶哑，
语速也会更慢。因此，很多患者
即使学会说话，也不愿和别人多

做交流，他们无法忍受异样的眼
光，甚至因此郁闷、难过。

浙江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
任郭良介绍说，很多患者都有这
种“病耻感”，医院成立无喉有声
志愿者服务队的初衷正是帮助他
们克服负面情绪，“成员是由经历
头颈肿瘤手术后的无喉者组成，
我们经常举办一些像座谈会之类
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为大家创
造交流的机会。”

因为淋过雨，所以懂得给别
人撑伞。韩吾江、吴文斐、王建国
等人已经成为无喉有声志愿者服
务队的骨干力量，他们一边积极
参与无喉复声培训工作，一边主
动帮助更多的无喉者学习发声。

“志愿队组织我们前往省内外多
地进行教学，一想到能帮助跟我
一样的人重新开口说话，不管多
忙，我都乐意参加这些志愿活
动。”吴文斐说。韩吾江认为参与
志愿活动让他结交到五湖四海的
朋友，“我跟他们说培训结束可以
来我家继续学，我一定负责把你
们教会。”

近期，这些无喉老师有了新的
使命——每周三，轮流来到省肿瘤
医院专门开设咽喉功能康复专病
门诊“上班”，他们与医院头颈外科
医护人员、口腔修复科医师，一同
为无喉患者提供各种服务。

从开展公益培训班到组建志
愿服务队，再到开设专科门诊，无
喉者群体早已从受助者变成守护
者，他们不再孤立无援，他们学会
守望相助。

安了小家更有“大家”
杭州临平区叠华网约车联合工会聚人心筑同心

浙江省肿瘤医院无喉有声志愿者服务队

我们淋过雨，所以懂得给别人撑伞

无喉有声志愿者座谈会上大家一起切蛋糕。 记者程雪 摄

“小候鸟”踏上返乡路
昨日下午，记者在铁路杭州站看

到旅客中穿梭着不少孩子的身影。
暑期即将结束，利用假期来杭的“小
候鸟”结束了与父母的短暂团聚，陆

续踏上返乡的旅程，开启新学期的生
活，铁路杭州站组织专门力量，加强
候车室和站台引导，确保“小候鸟”安
全乘车。 记者邹伟锋摄

一手抱着玩具的小朋友登上列车。在杭州一家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四川符师傅送孩子上列车后挥手道别。

一个拥抱
让家变得温暖

宁波水务开展职工“家庭家教家风”活动

用镜头讲好故事
湖州启动“群团之声”抖音短视频大赛

高温天，嘉兴1100余个职工服务驿站
敞开“家门”

一路上有“家”，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