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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座“爱心捐赠小屋”在胜中社区萃苑
小区建成。为了规范爱心捐赠物品的存储，萃苑
物业站志愿服务队专门整理出一间小屋，将收集
到的捐赠物品整齐地摆放在这里。志愿服务队依
托“爱心捐赠小屋”，向居民群众宣传志愿者精
神，统一管理捐赠物品。目前，共收到居民、物业
员工捐赠的衣物800余件。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邹慧 摄影
报道

爱心小屋

创建“港湾文化”营造良好氛围
走进景苑南区管理站，能感受到一种良好的氛围。虽然物业站的工作十分

忙碌，但是每位职工脸上却没有不耐烦的神情，能感受到他们对工作那种专注
的态度。“绿化、保洁等工作在旁人的眼里看来可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想
要做好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景苑南区管理站站长刘勇勇说。

为什么在面对工作压力巨大的物业工作时，这里的职工能够以平和的心态
去做好本职工作？这主要归功于景苑南区管理站所创建的“港湾文化”。“职工要
有归属感，能在单位里工作时感到开心与快乐，与居民沟通交流起来也会比较
和谐，这也是景苑南区管理站创建‘港湾文化’的初衷。”刘勇勇介绍，经过多年
的经验积累与整合，景苑南区管理站创建了以“港湾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家文化
体系，逐步形成了“美丽家园，幸福港湾”的共同愿景，并把“港湾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归纳为：站是职工心灵休憩的港湾，小区是居民和谐生活的家园。

关心他人是“港湾文化”的一项重要体现。有职工的亲人生病时，物业站其
他职工便会一同到医院慰问，为他打气。“曾有一位职工小刘精神压力比较大，
我们便会时常安慰她，缓解她的压力。”刘勇勇说，“在前几年，小刘的压力时常
让她心力交瘁，情绪也十分不稳定。从‘港湾文化’实施以后，我们对小刘的照顾
十分贴心，不给她增加压力，这样让她在最近的几年内，情绪一直稳定，也愿意
与我们其他职工交心。”刘勇勇对小刘的印象十分深刻，看到小刘的变化，她也
十分欣慰。

职工李华(化名)对“港湾文化”的感受也非常深刻。李华的孩子患有疾病，平
时他除了物业保洁的工作外，剩下的时间就是照顾孩子。“‘港湾文化’就是让职
工把物业站当做自己的家，而每一位职工都是我们的亲人。”在了解李华的情况
后，景苑南区管理站调整了她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保洁工作换到了时间较为
规律的一站式服务大厅。

“港湾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居民。“居民是水，队伍是船，管理是
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逆流行船不进则退。如今居民们要求越来越高的服务
需求，只有将自己的工作做好，打造结实的航船，把握好正确的航向，与居民之
间充分沟通与交流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才能将工作做好。景苑南区管理站开
展的各种志愿活动，也让居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在每个月的26日，志愿者
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将自己的特色志愿项目汇聚在一起，或者集中面向小
区居民或者进家入户，把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区域化管理”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5月20日，环卫工小胡正在自己的区域内打扫卫生，看到花池内有一些碎料

垃圾，随手就将垃圾扔进了垃圾桶。这也是景苑南区管理站实施“区域化管理”
的一个体现。优秀管理制度的建立对于物业发展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景苑南
区管理站所实施“区域化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据刘勇勇介绍，区域化管理将锦苑南区管理站所管辖的地区分为6个区域，
以区域为单位，分配环卫、保洁、绿化等不同工种的职工。“最主要的就是考核制
度也相应作出调整，以往是对每个工作进行考核，现在是以每个区域进行考核，
区域内所有的职工都被‘捆绑’在了一起。如果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出现了问题，
就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考核。每位职工的工作相互有了交叉，工种界限也就模
糊了。”

“区域化管理”带来的最大的改变便是模糊了工种的界限。刘勇勇介绍，以
往每位职工的的工作互不一样，大家也只是各自只做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对于其他工作一概不关注。“比如说花池内的垃圾归绿化工管，而花池外的工作
归环卫工管，以往界限明确的时候，花池内的垃圾环卫工就不会管，相反花池内
的垃圾绿化工也不会管。”

刘勇勇坦言，刚开始推广“区域化管理”时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以往的工
作类似‘大锅饭’，但是现在实施‘区域化管理’新制度，每个人都成为了关键，这
就相当于逼着每一位职工不仅将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关注着区域内其他职工
的工作是否做好。”为此，景苑南区管理站鼓励职工竞聘区片长，并且基层干部
分别挂靠承包各个区片，协助区长做好物业服务的监督管理。在基层干部及区
片长的带领下，景苑南区管理站消除了物业服务的责任盲区，同时物业服务质
量明显提高。

“区域化管理”实施后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区域内的每位职工的积极性
都提高了，因为自己的工作关乎到整个区域的考核成绩。以前需要两三天才能
完成的工作，如今只需要一两天便可以完成，”刘勇勇说，并且不同工种间的职
工变得更加融洽，增加进了职工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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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中午11点，张成孟与老伴儿正在家为患有精神分裂
症的小儿子准备午饭，患有尿毒症的大儿子如今经过治疗
已经可以做一些轻体力的工作。一共只两个儿子却都身患
重病，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笼罩了浓重的阴霾。今年63岁
的张成孟退休前是胜中社区的一名普通职工，在了解到他
的实际情况后，胜中社区积极为他捐款，并第一时间为张
成孟的两个儿子申请了医疗救助，在经过治疗后，两人的
病都有了好转。胜中社区又积极协调帮两人安排了工作，
解决了张成孟一家的困难。

张成孟的老伴没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只靠张成孟一
个人的收入来维持，但两个儿子也懂事孝顺，虽然日子过
得紧巴巴，却充满了幸福和温馨。但是在1999年，这一切都
改变了。

那一年，患有慢性肾病4年的大儿子张庆涛，因病情恶
化转为尿毒症，需要马上进行肾移植手术才能挽救生命。
小儿子因患精神分裂症也需要住院接受治疗。家里仅有的
一点积蓄，早被兄弟俩常年吃药花光了,再加上对于他们来
说那近乎天文数字的手术费用，张成孟全家陷入了绝境。

面对来势汹汹的疾病，张成孟一家根本无力抵挡。就
在张成孟一家心灰意冷打算放弃治疗的时候，胜中社区组
织职工们开展了爱心捐款救助活动，同事们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为张成孟的大儿子凑齐了手术费。当年8月份，张庆涛
顺利完成了肾移植手术。

手术很成功，但张成孟的心里仍然象揣着块石头，沉
甸甸的。因为手术后，张庆涛需要长期服用抗排斥药来巩
固手术效果和维持生命，每年吃的药物要花费10多万元，虽
然大部分医药费能够报销，但每年的自费部分需要三、四
万元。

小儿子常年吃药，每年自费的医药费也在1 . 5万元左
右。昂贵的医药费使这个刚刚看到希望的家庭再一次陷入
了困境。胜中社区的领导和同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
方设法为张成孟一家排忧解难。除积极协调，为张庆涛和
他的弟弟安排工作外，还在第一时间帮助他们全家申请办
理了医疗救助，还经常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鼓励
他们鼓足勇气克服困难。此后，张庆涛和弟弟每年可以通
过医疗救助领取到2万多元的救助金，如同及时雨般滋润了
张成孟的心田，极大缓解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困境。

如今，大儿子张庆涛的身体在积极治疗下渐渐恢复
了，能够完成一些轻体力工作，一家人又有了生活的信心
与支撑，张成孟曾经紧蹙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是医疗
救助，救了我的孩子，也救了我们全家，是胜中社区的职工
的关怀帮助，让我们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张成孟
激动地说。

其实，像张庆涛这样的特困家庭在社区还有10余户。为
了最大限度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近年来，胜中社区坚持

“真困难，真帮扶”，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作用，建立健全
互助互济保障机制，定期深入开展“进千家、走万户、送温
暖、献真情”活动，集中走访慰问各类困难家庭(群体)5400余
户次，发放慰问品、慰问金近700万元，不但解决了他们最直
接、最现实的生活难题，还为他们筑起了抵御风险的坚实
屏障。

胜中社区开展医疗救助

为困难家庭撑起一片天

“港湾文化”让职工像在家般温暖
景苑南区管理站多种措施提升自身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王国斌

近年来，胜
北社区景苑南
区相继被评为

“东营市花园式
小区”、“山东省
优 秀 住 宅 小
区”、“国家级物
业管理示范住
宅小区”。是什
么原因让这个
传统意义上的

“老旧”小区能
荣获诸多奖项？
这其中离不开
景苑南区管理
站的作用，“港
湾文化”、“区域
化管理”等都是
景苑南区管理
站依托多年来
积累的经验，提
炼而成的卓有
成效的措施。通
过这些措施的
实施，南区管理
站的管理水平
有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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