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小组进小区 暖心服务送到家
——武汉市武昌区工会深化“共同缔造”侧记

“重回工会组织真温

暖！”已退休7年的武汉市

武昌区居民肖继华激动

地说。

67 岁的肖继华居住

在南湖街道都市桃源社

区都市桃源小区，退休后

就 未 曾 参 加 过 工 会 活

动。今年 4 月，小区组建

工会小组，曾经担任过单

位工会主席的他，被推选

为小组长。

肖继华的心声，也是

武昌区广大职工群众的

心声。

随 着 经 济 体 制 、发

展方式和就业形式的深

刻 变 化 ，职 工 由“ 单 位

人”向“社会人”转变，企

事业单位工会服务“8 小

时之外”覆盖不到；职工

退休后转为社会管理，

企事业单位联系服务难

以实现；各类灵活就业

群体数量多、流动性强，

工会组织团结引领难度

大等等，这是当前工会

组织在社区层面联系服

务职工群众亟须解决的

现实课题。

为 此 ，武 昌 区 总 工

会按照共同缔造工作要

求，广泛调查研究，不断

创新思路，打破工会工

作限于企事业单位的传

统 思 维 方 式 和 工 作 模

式，适应基层治理单元

重塑要求，把服务对象

向小区延伸，把服务资

源向小区拓展，将工会

组织建到职工群众“家

门口”，在基层治理单元

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

“最后一米”。

“在小区（片区）建

立工会组织，是个新生

事物，需要积极创新实

践和大胆尝试。”武昌区

总工会经过深入调研，

将小区（片区）工会小组

确定为“功能型”工会组

织，主要职责是联系服

务退休职工、新就业群

体、流动务工人员和居

住在辖区内企事业单位

在职职工等，不承担传

统 工 会 小 组 的 发 展 会

员、收缴会费、转接工会

关系等职能。

目前，武昌区 62 个

第一批试点小区（片区）

均已建立工会小组。每

个工会小组将职工群众

所需和工会所能有机结

合起来，围绕办理1-2件

实事项目发挥作用、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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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小组组员参与“幸福微改造”项目墙面作画。

工程营小区工会小组组织职工群众开展“做香包 迎端午”活动。

心系退休职工——

创新打造“功能型”工会组织
整齐规划的小花坛、温馨的休闲角、

实用的晒衣区、花团锦簇的居民议事区
……走进白沙洲街道解放桥社区炭厂角
省船厂宿舍，很难想象一个多月前这里还
是菜棚满地、污水四溢、居民连衣服都不
敢挂出来晾晒的“大菜园”。

“是工会小组的加入，让咱们这个老
旧小区实现了‘逆生长’。”炭厂角省船厂
宿舍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无物业管
理。今年4月，该片区工会小组通过社区
工会争取上级工会和武汉市东湖包装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支持，提出小区“幸福微
改造”计划。

80岁工会小组长童维银负责做居民
们的思想工作，发动居民拆除旧棚、清理
菜地；40岁的工会小组组员文亮负责“幸
福微改造”图纸设计，并参考老年人及年
轻人的审美特点，将中国红与灰色作为主

色调；68岁的工会小组组员陆文军则调
动了小区内一批专业画手共同进行墙面
作画。

有了“好环境”，还要有“好生活”。
在南湖街道都市桃源社区都市桃源

小区，不少居民反馈一个共性问题——家
里有些老旧的电器因为缺少零件而长期
闲置，丢了又可惜。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工会小组在居民
议事会上提出，建一个工具屋，将居民家
里闲置的扳手、钳子、螺丝、电线等工具集
中到一起，谁家有需要谁家用，让闲置的
工具“活”起来。意见一提出，居民纷纷响
应，不到一周时间，工具屋里已收集了几
十种维修工具。

工具有了，谁来管理？怎么使用？工
会小组公开征集维修达人、能工巧匠，很
快退休职工踊跃报名，有人懂家电维修，

有人懂机械常识，有人以前做钳工，就这
样，小区暖邻维修互助队成立了。

如今，居民家里只要出现管道漏水、
电器损坏等日常生活问题，都会第一时
间拨通退休职工暖邻维修互助队的电
话，不出几分钟，维修队成员就会上门解
决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退休职
工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诸多不便。”目前，
武昌区多个工会小组根据职工群众的需
求，链接下沉单位和上级工会等多方资
源，采取众筹的方式来美化小区环境，改
造适老化设施，打造共享活动空间；组建
老街坊、老师傅、老巧匠等各类便民服务
队12支，为职工群众提供家电维修、刀具
打磨、理发、代买等便民服务；成立各类邻
里互助职工志愿队6支，照顾孤寡老人、
调解邻里纠纷、维护小区安全。

轻骑哨志愿队成员看望高龄独居退休职工。

关爱流动务工人员——

多措并举办实事解难题
“受伤快一年了，电话打了无数次，保

险公司都以各种理由没有给我赔付，工会
维权小组介入不到一个月，现在这个事情
就有眉目了。”来汉务工的汉街外卖员吕
东权感慨地说。

去年5月7日，吕东权在送餐途中发
生交通意外，导致腿部骨折，近一年的时
间，保险公司一直没有赔付，由他自己垫
钱治疗。

今年4月，当吕东权看到水果湖街道
机安社区工会驿站设有驻家劳动争议调
解工作站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工
会维权工作人员反映了自己的情况。随
后，工会调解员和律师组成的维权小组为
他提供了交通事故赔偿、伤残认定、医疗
费用追讨等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并联系

了保险公司。经过反复沟通调解，根据双
方责任划分，保险公司答应赔付70%的
医药费，并给予一定的误工补贴。

“像吕东权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因
为劳动关系复杂、用工形式不一，一旦发
生劳动争议纠纷，劳动者举证困难，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难度较大。”针对这种情况，
武昌区总工会将“法院+工会”“人社+工
会”劳动争议调解资源向工会驿站延伸，
让流动务工人员就近就便反映问题、接受
调解，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
萌芽状态。

“工会驿站不仅可以提供取暖纳凉、
饮水如厕、歇脚休息、热饭烘衣、充电上
网、图书阅览等多种基础服务，还会定期
开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安全教育、就业

指导等公共服务，以及子女托管、婚恋交
友、商户优惠等特色服务。”据介绍，为让
更多的流动务工人员感受到“娘家人”的
温暖，武昌区总工会制定了《流动务工人
员临时困难关爱救助办法》，对流动务工
人员本人或家庭成员突发疾病、发生灾害
等情况，给予1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
补助。今年以来，已向14名流动务工人员
提供临时困难补助金。

“今年是我们家领取‘金秋助学’补助
金的第三个年头。”珞珈山街道环卫所环
卫工刘芳思和丈夫均是环卫工，家里3个
孩子都在上学，经过社区工会、街道工会
联合会层层审核后，被纳入建档困难职工
管理名单，不仅每年有助学金，每个月还
有生活补助。

温暖新就业群体——

与城市治理“合伙人”双向奔赴
被温暖着、善待着，也传递着温暖，善

待着别人。
一大早，快递小哥陈健为社区周婆婆

送来一份早餐，顺便带走了她家门口的垃
圾，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电信片区位于武昌区杨园街道润
园路，高龄退休职工占比较高，他们行
动不便，生活采买、看病出行都存在困
难。在片区工会小组的号召下，辖区
顺丰、京东、中通等站点 14 名快递小
哥与 25名高龄退休职工开展“一老一
新”结对帮扶，自发帮助高龄退休职工
清理门口垃圾、敲门确认安全，提供智
能手机教学、送餐等服务。

武昌区社区工会和小区（片区）工会
小组充分发挥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进楼

入户的优势，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当好群体自治员、流动前哨员、志愿服
务员，组建助老服务队、公益服务队、便民
服务队。

红巷工友志愿队、黄鹤骑士志愿队、
红色骑士志愿队……目前，武昌区组织新
就业群体成立了34支各类志愿团队。他
们通过“随手拍”“随时报”等形式及时反
馈乱停乱放、道路破损、环境脏乱等现象，
并参与高龄退休职工结对帮扶、防火防诈
宣传、文明行为劝阻等活动，开展环境整
治、义务劳动、家政服务等活动。

“他们是守护居民的‘千里眼’‘顺风
耳’，是城市治理的‘合伙人’。”电信片区
工会小组成立轻骑哨志愿队，组织快递小
哥当起防诈“哨兵”。

很多老人轻信电话推销、网络小
广告，购买了保健品、床垫、骆驼奶等
有诈骗性质的产品，价格特别贵，动
辄大几千上万元，商家往往采用快递
到付的方式，老年人很容易上当受
骗。每当发现这样的情况，轻骑哨志
愿队成员们就会马上联系社区，通过
社区联系老人的子女，在付款前将快
递拦截下来，阻止老人上当受骗。

“很多老人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
不法商家抓住老人害怕孤单、与亲人相处
交流少的弱点，通过长时间电话‘鸡汤’等
各种话术，引诱老人下单购买。”以前，轻
骑哨志愿队成员送完单就走，现在，他们
会留下来与老人聊聊天解解闷，老人们都
把他们当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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