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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法”“七字诀”助职工脱困 2019·温暖

惠州工会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持续推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近日，中

国联通深圳分公司联合洁亚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举办了“联通洁亚人，关爱满鹏城”

活动。活动中，深圳福田区总工会携手中

国联通深圳分公司福田区分公司，现场为

100 余名“城市美容师”提供返乡专属温

暖礼包（包含通信礼包及生活礼包）。

据悉，此前福田区总工会已就服务福

田区来深建设者春节返乡问题，与中国联

通深圳分公司达成共识，双方扩大合作规

模，让更多的人群能够感受到“温暖回家

路”的关爱；升级组织形式，加大邀请合作

企业的力度，让更多愿意奉献爱心的企业

加入该活动；丰富活动内容，结合福田工

会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将爱心礼包在福田

工会微信公众号中大力宣传推送，扩大人

群覆盖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

邹鹏举）1月15日，中建四局华南公司广

佛分公司南沙邮轮码头项目举行“我买

票，你回家”赠工友返乡火车票暨送春联

关爱活动，38 名工友拿到回家过年的火

车票。

“这下可安心了，马上就可以回去跟

家人见面了，谢谢你们!”一位来自重庆的

工友拿到火车票，激动地说道。在项目部

办公区，工友们兴高采烈围在一起，广佛

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肖小堂正

认真地核对工人的身份信息，为 38 名工

友递上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拿到火车票后，项目还贴心准备了

“定制春联”服务。项目后勤主管乔桂林

准备好笔墨纸砚，根据工友爱好，当众挥

毫为工友写春联。“我要这个‘福’字。”“这

副春联写得真好。”拿到春联的工友们个

个乐开了花。

深圳福田：

“城市美容师”
收到返乡大礼包

中建四局华南公司开展

赠工友返乡火车票暨送春联

关爱活动

你回家的车票
我“承包”了

■喜悦的工人 邹鹏举/摄

■全媒体记者 兰兵 通讯员 司振地 许定国

惠城区总工会解困脱困工作是在

惠州市总工会的指导下进行的。近年

来，惠州市总工会大力推进城市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工作，创新推出了“五全法”

和“七字诀”。

惠州市总工会副主席曾红艳向记

者介绍，“五全法”主要指导全市城市困

难职工的建档立卡工作，所谓“五全法”

即全员培训、全面深入摸排、全部细致核

查、全程督导督办和全面精准建档。在

落实帮扶责任方面，惠州市总工会遵照

责、全、细、准、实、联、动“七字诀”原则。

“包括惠城区在内，惠州市受到工

会帮扶的职工，处处能够发现‘五全法’

‘七字诀’的踪迹。”曾红艳说，按照上述

“五全法”和“七字诀”，惠州工会在城市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中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目前符合全总困难职工建档

要求的困难职工共 937 户，供养人口

3498 人。其中，存量困难职工 227 户，

增量困难职工639户，返困困难职工71

户。“按照《关于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的通知》要求，力争到2020年

底困难职工全部脱困。”曾红艳说。

庞丽萍获得工会帮扶是因为其家

庭的特殊性，黄丽红得到工会的帮助则

是因为她的普遍性。

今年 45 岁的黄丽红是河源人，已

经在惠州工作 16 年了，现在是沃尔玛

（广东）惠州某店的店员，月收入 2000

元以内，丈夫是下岗多年的职工，收入

极不稳定。“再过几年我要退休了，不知

道到时怎么赚钱养家。”黄丽红的担忧

让她频繁在外寻找合适的机会来延长

自己的职业生涯。

2018 年 11 月初，惠城区总工会举

办的职工解困脱困（月嫂）技能培训

班开班，黄丽红报了名。“培训班是免

费的，而且有专业的导师，还能获得

职业资格证。”黄丽红说，培训班一期

培训时间为一个月，她自己通过调

班、调休来安排培训，培训后还在正

规医院实习。目前，她已经获得了育

婴员资格证书。“以后如果能当月嫂，

一个月应该有 6000 元以上的工资。”

黄丽红说。

邓小明介绍，自2017年起，惠城区

总工会已举办月嫂培训班共三期，培训

人数60人，学员上岗率达到了85%。“培

训班是工会和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共同合作举办的，主要面向建档立卡困

难女职工、下岗（失业）女职工及困难职

工家属。”邓小明说，这是针对性强、效

果显著、职工反响好的解困脱困工作措

施，属于惠城区总工会解困脱困工作中

的就业扶持。

值得一提的是，惠城区总工会经过

与多个政府部门沟通后印发了《惠城区

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指南》小册

子，将工会、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的

解困脱困措施和办法以及职工申领程

序统一编写在册子内，让职工一看就明

白如何找相关部门解困脱困。

庞丽萍的贫困要从2012年的一起重

大变故说起。彼时，她和丈夫还有两个

小孩在惠州生活了多年，丈夫是小区的

保安，自己在企业上班，日子算不上富裕，

但还能安稳度日。那一年的4月17日，丈

夫李燕飞在小区巡逻时发现可疑人员，

上前盘问遭刀捅，经抢救无效死亡。

庞丽萍陷入永失爱侣的巨大悲痛

中，而家庭沉重的经济压力也让她举步

维艰。原本夫妻俩共同打拼，能勉强支

持当时读中专的大儿子和读初中的小

女儿的学费，现在失去家庭支柱，庞丽

萍独木难支。“后来，我老公被评了‘杰

出保安员’等很多称号，也获得了政府

奖励和社会各界的捐助。”庞丽萍说，这

些来自外界的资助让她暂时渡过了难

关，但后续的家庭经济来源仍是问题。

“我在公司上班，不稳定，月收入 2000

多元。”自己薪水不高，家中有两个孩子

读书，还有80多岁的公婆要赡养，庞丽

萍的贫困引起了工会的关注。

“庞丽萍既是因公殉职的保安员遗

孀，也是下辖的企业职工，她的困难我们

工会非常关注。”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副

主席邓小明说，工会将其列为特别解困

脱困工作对象，按照解困脱困工作要求，

为其建档立卡。惠州市总工会及惠城区

总工会按照庞丽萍的实际困难，为其提

供教育帮扶为主的“金秋助学”模式为其

解困脱困。“每年为庞丽萍提供2000元

至3000元的助学金。”邓小明说。

“这些年来，工会在孩子的学费上

给了我实际的帮助。而且在日常生活

里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关怀，让我走出

了老公离开的阴影，生活乐观了很多。”

庞丽萍的感激溢于言表。

“现在不用担心孩子的学费

了，最小的女儿去年6月大学毕业

了。”1月7日，记者在惠州见到44

岁的庞丽萍，她面露微笑地向街道

办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表达感谢。6

年前的那场巨变留下的伤痕在慢

慢愈合，她的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

业，子女学费问题如今再也不会困

扰她了。

实际上，过去的几年，庞丽萍

的一份“机密档案”一直被存放在

惠州市总工会，工会依据这份“机

密档案”针对性地为她提供教育帮

扶，帮助她卸下肩上沉重的担子。 ■庞丽萍（右）和工会干部交流工作生活情况 兰兵/摄

“五全法”“七字诀”统领全市解困脱困工作

月嫂培训让困难职工延长职业生涯

教育帮助因公殉职保安的遗孀撑起一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