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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会女干部，
汛情面前绝不退缩”

“我是工会女干部，汛

情面前绝不退缩。”这是芜

湖市弋江区白马街道新大

垾村工会女干部朱妩媚给

自己下的死命令。

石硊圩是弋江区三大

圩口之一，堤防长度 14.8
公里，是弋江区今年防汛

的难点。自 7月上旬石硊

圩超过保证水位后，控制

险情、防止洪水满溢决口

的任务刻不容缓。朱妩

媚，一名工会女干部，义无

反顾投身防汛第一线，用

自己的方式为抗洪救灾工

作添砖加瓦。

7月 7日以来，朱妩媚

不分昼夜地为抗洪抢险工

作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

后勤保障。在抢险人员冲

在第一线时，她只身一人，

一趟趟地将风油精、花露

水、矿泉水、方便面、面包

等物资送到每一个值班

点。在起初物资紧缺时，

她更是多次自费购买物

资。对于一些年轻的值班

干部来说，朱妩媚就是他

们的“朱妈妈”。

7月12日，通知转移群

众，朱妩媚挨家挨户宣传

转移政策。不少老人故土

难离，她冒着雨，踩着泥泞

小路，苦口婆心地做思想

工作。“大爷，汛情结束，我

们会第一时间送您回来。

想想您的孩子您的孙子，

他们都希望您安全健康，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联

系亲属，到临时安置点，照

料低保孤寡老人……正是

这种细腻温柔、不辞辛苦

的守护，才保证了受灾群

众的安全撤离。

“现在这种情况，最重

要的就是巡查圩堤，人在

堤在，我上！”后期水位持

续升高，巡堤人员紧缺，朱

妩媚主动申请从后勤调动

至一线。

朱妩媚所负责的防汛

段长达 1.5 公里。由于是

黄土堆积的老圩埂，加上

草地打滑、树枝扎人，白

天巡堤已是困难重重，夜

晚巡堤更是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她坚持把

自己巡堤值班时间安排

在下半夜。

头发乱了、眼眶陷了、

嗓子哑了、脚上的雨鞋布

满了黄泥，胳臂已被蚊虫

叮咬得红肿，即便这样，她

仍坚守岗位，圩堤上，每一

处都有她弯腰弓背、扛着

铁锹、清理杂草、查找渗漏

点的身影……

“我不累，没事，应该

的，你们歇一歇吧”，朱妩媚

的声音沙哑而又充满力

量。一双胶鞋、一件雨衣、

一把铁锹、一个党徽已成为

朱妩媚防汛工作中的标配。

“我是工会老职
工，防汛一刻不松懈！”

寻堤查险，路面清障，

禁捕宣传，挨家挨户了解

村民受灾情况……这些正

是芜湖县花桥镇红光村工

会主席朱尚虎防汛以来每

天要做的事情。

明年即将退休的他，

本可以让年轻人顶在前

面，可是他并没有“船到码

头车到站”的思想，哪里有

险情哪里就有他冲锋在

前、挥汗如雨的身影。

一个多星期以来，朱

尚虎不分昼夜吃住在红

光村防汛哨口，从凌晨到

深夜，从农田到圩埂，到

处可见他的身影，汗水夹

杂着雨水浸湿了他的衣

服，泥沙灌满了他的鞋

子，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好

觉，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

过一顿饭。

大家都劝他休息一

下，他笑着说：“我不累！

职责所在，只要防汛任务

一天不解除，这根紧绷的

弦就一刻不能放松。”

“我们是工会干部，
江城午夜‘守门人’”

镜湖区总工会党员按

照“街道吹哨、部门报到”

原则，第一时间到“双联

系”单位大砻坊街道办事

处报到。

报到后，他们毫不犹

豫奔向“战场”——青弋江

防洪墙。他们要在这里进

行巡堤查险。

深沉的夜色中，镜湖

区总工会党员巡查大堤，

严格按照规定，每隔一小

时查看斗门（起闭机）处江

水是否有旋涡，钻进古城

“下穿通道”，检查防洪墙

内部有无渗漏；走访邻近

单位排灌站，告知相关检

遗补漏事项和任务，如斗

门上应悬挂照射灯，以便

查看斗门下水情；防洪墙

上应备好防汛材料等，以

供不时之需。

他们一丝不苟对待防

汛工作，因为他们深知在

这夜色下守护着江城人们

的安全，是一种美好重大

的责任，更是一名党员神

圣的使命。他们甘愿默默

做好江城人民的午夜“守

门人”。

白天，区总工会党员

们，不顾夜班值守疲劳，给

防汛值班的“战友”们当起

了“勤务兵”。他们除了联

系工会成员单位“四季送”

给大砻坊街道防汛“战友”

送去热气腾腾的包子、烧

麦、酥油烧饼外，还给10个
街道防汛值守点上的值班

人员送上茶干、咸鸭蛋、火

腿肠、饼干等所需食品。

街道干部动情地说：

“区总工会送来的何止是

食品，是精神食粮，是战友

的情谊。” （徐飞）

我们是工会干部 我们是江城
——芜湖工会干部防汛救灾“群英谱”

本报讯 为加快推

进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努力建设一支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近期，宣城

市总工会下发了《关于

开展创建职工技能培训

基地的通知》，对全市创

建职工技能培训基地进

行安排部署。

《通知》要求，培训

基地基本条件必须具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认定的技能培训资

格，或具有经教育部门

认定的职业教育资质；制

度健全，有规范的教学

管理和就业指导服务体

系及稳定的师资队伍，

有一定规模的教学场所

和硬件设施；每年培训

规模在 2000人以上，培

训专业特色明显，适合职

工培训需求；近年来开展

过系列技能培训，培训效

果较好，学员满意率高，

具有良好社会效益。

《通知》强调，各县

市区总工会要加强对创

建职工技能培训基地的

组织领导、宣传发动，结

合本地实际，科学合理

地确定创建对象，并对

符合条件的基地进行审

核、命名授牌，力争每个

县市区创建 2个县级职

工技能培训基地。市总

工会将对申报示范基地

进行审核把关，择优命

名一批“宣城市职工技

能培训示范基地”并授

牌。 （王步圣）

宣城市总工会

创建职工技能培训基地

今年进入主汛期以来，无为市连续

遭遇多轮的暴雨袭击，全市长江和内河

水位猛涨，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生

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日前，无为市总

工会加大受灾困难职工民生工程救助

力度，重点狠抓“五个做到”。

摸清受灾实情，做到“底数清晰”

7月 12日，无为市总工会及时下发

通知，要求沿江五镇工会积极摸清外护

圩、江心洲转移安置中出现的困难职工

（农民工）受灾情况，对房屋受损、就业

情况、家庭收入、子女就学、大病救助、

生活状况进行详细调查摸底，摸清摸准

困难职工底数。

目前，正在摸实受灾较重的鹤毛镇

街道、襄安镇老街、蜀山镇黄姑社区、

刘渡镇凤凰颈社区、严桥镇街道以

及无城镇原冷冻厂的困难职工情

况，了解困难职工（农民工）的

需求，为制定救助措施提供依

据。

认真调查核实，
做到“精准识别”

针对因受水灾影响造成的

困难职工，组织专人通过入户

调查、邻里访问、信息核查等办

法，认真调查困难职工的情况，做到

精准识别困难对象。

同时，利用工会和民政部门联合开展城市低保职工家庭

帮扶救助和建立困难职工家庭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加强沟

通协调，共享困难职工信息，精简帮扶材料，提高工作成效。

找准帮扶措施，做到“分类帮扶”

根据水灾中新出现困难职工，按照受灾致困、因学、因

病、收入低等不同的致困原因，深入分析致困原因，找准解

困脱困措施，因困施策、分类帮扶。

对有就业能力的，通过就业创业援助解困脱困一批。

通过工会创业就业援助行动计划项目，提升其就业能力。

目前正在启动中式烹调师80人培训和家政服务50人的培训

计划。同时与人社部门对接，及时发布招聘信息，加强困难

职工就业力度。

对保障程度低的，通过推动纳入社会保障覆盖一批。

对因受水灾、疫情等各类因素造成实际收入或生活水平低

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困难职工，着重推动其纳入社会保障

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

对受水灾或疫情导致收入低、因病、因学致贫的，符合救助

建档条件的，常态化开展工会系统民生工程生活救助、医疗救

助、子女助学活动。目前金秋助学、圆梦计划正在全面展开。

强化工作机制，做到“责任明确”

将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民生工程工作任务纳入2020年度

无为市工会系统的年度工作目标，实行包保责任制，责任到

人、工作到位。

无为市总工会领导班子实行包镇包户责任，每月每人下基

层不少于3次，督查指导各镇工会帮扶工作，对督查存在的问

题，立即整改，同时每人包保2户困难职工。镇工会、社会化工

会工作者包帮扶对象，做到每星期上门服务不少于1次。要求

帮扶责任人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问题每人每月不少于1件。

组织送温暖活动，做到“上门慰问”

针对前期沿江姚沟等五个乡镇外护圩、江心洲群众安置的

需要，无为市总工会始终把受灾的困难职工（农民工）放在心

头，分别组织人员调研困难职工（农民工）受灾状况，并从送温

暖资金中划拨5万元，专门用于受灾困难职工（农民工）慰问。

近期，针对内圩受灾困难职工（农民工）情况，无为市总

工会又从送温暖资金拨付 15万元，专门用于受灾的困难职

工（农民工）的慰问。在各级工会组织慰问中，要求工会干

部、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主动上一次门，了解一些实情，掌握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第一手资料。 （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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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3日
上午，长丰县总工会党

组书记、副主席朱彦侠

一行赴庄墓镇、朱巷镇、

罗塘乡、左店乡等防汛

一线，开展慰问活动。

在抗洪一线，朱彦

侠详细询问了当前防汛

险情排查和应对情况，

了解干部职工和群众圩

堤上的生活状态，感谢

他们为保障城市安全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

亲手把防暑降温等生活

物品递到他们的手中，

同时嘱咐大家在做好防

汛工作的同时要预防高

温中暑，提高安全意识。

汛情暴发以来，为充

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

作用，服务全县防汛抗

洪抢险救灾工作大局，

长丰县总工会首批发放

防汛专项慰问金 12 万

元，并号召全县各级工

会组织、广大职工迅速

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

防汛救灾工作中；要密

切关注汛情和灾情的发

展变化，坚持做到哪里有

灾情、哪里有职工群众

遇到困难，哪里就有“娘

家人”的身影。 （杨柳）

7月24日，界首市总工会、界首市人民医院组织人员到陶庙镇孙小
集村开展“跟着劳模去扶贫”活动。市总工会党组成员陈丹，市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徐芳、副院长张学武、产科主任李芳等六位劳动模范，相关
科室专家十余人冒雨参加了扶贫活动。他们为村民开展义诊，接受村
民健康咨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孙小集群众的好评。 段云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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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安徽监狱组织援鄂医疗

队，自 2月初至 4月在武汉

驰援近两个月，起初 9 名

医护人员全部奋战在武汉

蔡甸方舱医院，后来，由于

武汉未管所抗疫工作需

要，援鄂队队员安徽省监

狱总医院精神科医生莫伯

辉被临时抽调至位于大军

山下长江边的武汉市未成

年犯管教所内的方舱医院

驰援。

离开了亲爱的战友

们，莫伯辉只身一人来到

大军山下，如今回忆起在

大军山下近一个月的驰援

生活，莫伯辉说那可谓是

泪水与雨水交加，困难与

感动并存。

大军山下的“简易”生活

武汉大军山下的雨夜

显得格外阴冷潮湿，被长

江边的风吹得吱吱作响的

移动板房有些“摇摆不

定”，本就没有睡意的监狱

医护人员们，在凌晨时分

迎来了大军山板房里的第

一场“春雨”。

“咦？哪里漏水？”

“是啊，我这里也漏水。”

“哎呀，我的被子都潮

了。”

“别睡了，快起来，是

板房漏雨。”

莫伯辉和战友们赶紧

起来一探究竟。原来是雨

下得太大，又连续下了一

夜，并且这些移动板房是为

了监狱防疫工作临时搭建

的，所以有些“简陋”。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

雨啊，战友们起来‘防洪’

吧。”莫伯辉和战友们一边

打趣着，一边起身收拾被

褥衣物。对于这样的“简

易”生活，莫伯辉说他们早

已经习惯并学会了苦中作

乐。“就当成野外训练营

了，你看我们的厕所都是

移动板房搭建的，有没有

一些原生态 5A 级旅游景

点的感觉？”莫伯辉的话语

很是轻松，可是从他发给

笔者的照片中，我们的心

里却充满些许酸楚。“我们

这里真的很原生态哦，睡

觉的时候还有各种小动物

作伴。”莫伯辉告诉笔者，

“经常夜里睡觉的时候脸

上都会趴着一些小虫子。”

临时搭建的隔离板

房、折叠式的简易板床、移

动的公共厕所、简陋的洗

漱洗衣池、无处安放的行

李、露天的用餐桌、尘土飞

扬的石子路，还有那些“友

好”的昆虫们。

“你可别小看这些破

旧的物件和简易的环境，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生最

珍贵的记忆，我把他们都

一一拍了下来，留作纪

念。”莫伯辉有些骄傲的描

述着他们的“简易”生活。

“风雨之后必有曙光，

在大军山下只要是天晴，

我们那还能看到日出与日

落。”笔者又收到了莫伯辉

与朝阳和晚霞的“合影”。

幸而还有那初升的朝

阳和大军山的晚霞相伴，

对于援鄂医护人员来说，

这就是胜利的曙光。

“板房”里的充实生活

“我把大家的失眠情

况解决好了，大家都能睡

好了，开始轮到我自己失

眠了。”莫伯辉去到大军山

以后总是这样和战友们说

笑着。

3月15日，从蔡甸方舱

医院抽调至大军山后，莫伯

辉就一直在忙碌着，到达大

军山后作为驰援的唯一一

名精神科医生，在等待核酸

检测时，他便在沌口驻点酒

店，为等待进入武汉未管所

隔离的42名管教民警做院

感培训，为他们讲解如何穿

脱防护服，也为进舱工作做

心理疏导。

3月19日下午，莫伯辉

和同事们正式进驻武汉未

管所，来不及收拾行李，他

们便第一时间投入工作中。

莫伯辉回忆到，大军

山下的驻点工作是24小时

的连续状态，所有人都是

同吃同住在板房内，由于

隔离观察室都是单人单

间，查房询问病情是最耗

费体力的工作。莫伯辉说

一次查房下医嘱就是 300
百多病患，最快也要两三

个小时才能查完。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每次查完房

都是满头大汗、浑身湿

透。尤其是夜间，病患经

常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

况，对讲机里就会不停地

呼叫医生，一个晚上起来

三四次是常态。

所有的民警、医护人

员晚上睡觉时，对讲机都

必须放在枕边，加之对讲

机音量大，板房隔音效果

又差，一人走路，整个板房

都在振动，所以同志们失

眠是常态，而莫伯辉除了

要疏解病患心理问题，为

病患查房，还要为战友们

解决失眠的毛病，保证战

友们的睡眠。“充实”的工

作任务，让这个年轻的“心

理医生”变成了“失眠者”。

警花姑娘们的“爱
心”礼物

“人之相识，贵在相

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孤身一人在大军山下的莫

伯辉可谓是最幸福的“男

人”，十天时间，来自 20名
姑娘的“爱心物资”源源不

断地送到他的身边。

“其实我和女监的警

花们也是通过这次援鄂才

相识的，可我没想到短短

一个月的相识，并肩作战

的感情，如此温暖。”莫伯

辉感慨着。

安徽女子监狱援鄂工

作队、安徽监狱援鄂医疗

队得知队友莫伯辉在未管

所驻点的情况后，安徽女

监20多个警花们从自己的

物资里，分别拿出了饼干、

巧克力、牛奶、罐头、茶叶、

方便面等，你一份我一包，

整整凑了几箱子的食物送

去了大军山驻点。

“女监的 20个姐妹们

一人一个苹果，一人几块饼

干，凑了这么多。”莫伯辉开

心地介绍着各种物资。

莫伯辉说现在他成了

大军山下最幸福的男人，

战友们纷纷表示对他的羡

慕，说安徽监狱的大家庭

太温暖太幸福了。

莫伯辉说在武汉驰援

的都是战友，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他把姑娘们

的“温暖”分享给了大军山

的每一位战友们，让驰援

工作充满了幸福与温馨。

(刘淳淳)

大军山下的大军山下的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援鄂故事

本 报 讯 7 月 21
日-23日，琅琊区总工会

深入基层开展“送清凉”

活动。区政协副主席、区

总工会主席丁晓丽，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武

道俊及区总工会全体班

子成员参加了慰问工作。

区总工会对区属 18
家规模企业一线职工、5
家基层工会爱心驿站、2

家街道社区和部分环卫

工人，以及公交车司机、

快递员、送餐员等“八大

员”群体进行慰问，为他

们送去了绿豆、白糖、毛

巾、香皂、矿泉水，以及

风油精、花露水、药品等

10 余种物资，价值约 2
万元。本次活动覆盖职

工5000余人。

（李向林 汪蓓蓓）

琅琊区总工会

深入基层开展“送清凉”活动

长丰县总工会

慰问防汛一线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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