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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凝

这个暑假，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工程实训中心
教师闫虎民和平时一样，忙着指导学生进行工业4.0智
能生产线等模块设计。今年9月，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将在天津举行，现在正是参赛选手备战的最后冲
刺阶段。闫虎民担任本届大赛中一个赛项的裁判长，
他要完善赛项设计，还要培训学校的选手。

闫虎民是我国培养的首批“双高”（高级工证书+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毕业生。在大学学习期间，他立
志成为职业教育战线的优秀教师。1996年大学毕业
后，他留校工作，并担任实践教学指导教师。

参加工作27年来，闫虎民一直工作在职业技能人
才实践教学的第一线，他带出来的中高级技能人才有
9000多名，其中一大批成长为企业、院校技术和教学
骨干，仅全国技术能手就有20多人。作为技术指导专
家和教练员，闫虎民带领青年教师对学生进行竞赛指
导，在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工业4.0项目

金牌。在去年11月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作
为工业控制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的闫虎民，
带领中国选手姜昊获得工业控制项目金牌。近年来，
他还先后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国家技能人
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

不断学习新技术、坚持精益求精，是闫虎民多年来
一直追求的目标。在拿到所在领域最高级别技术职称
后，闫虎民又读了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为推动实践
和理论的深度结合，闫虎民经常深入企业调研，将新技
术引入企业，先后开发出基于现场总线控制的汽车检
测线、数字制造工厂等先进制造设备，提升了企业生产
效率，为企业产生经济效益300余万元。调研后，他第
一时间分析总结，并用企业案例进行讲解，使学生掌握
工程实践能力。“不断追求卓越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
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产业发展。”闫虎民表示。

■ 本报记者 王睿

“总队执法人员认真仔细、文明有礼、公正执
法，对公司在项目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耐心指导解答……”前不久，天津中能锂业有限
公司给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执
法总队）送来一封感谢信，以及印有“文明执法 勤
务亲民”字样的感谢牌，字里行间满是对执法人员
的认可和感激。

一封感谢信，点赞文明执法有温度。
连日来，执法总队开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

题实践活动。执法总队安全生产执法一支队邢建伟介
绍：“在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对相关政策解
读有偏差，在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资质的过程中存
在困难。得知这一情况，我们有针对性地向公司负责
人和工作人员解读政策，分析公司的生产工艺，通过查
设计、找隐患、降库存的方式帮他们降低事故风险；同
时，和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为申办资质提供帮助。”

一面小红旗，扬起文明出行新风尚。
高温中挥洒汗水，烈日下传递文明。早上7时，

正值早高峰的河西区黑牛成道车水马龙、人流密
集。执法总队人员早早到达指定点位，开启文明交

通志愿劝导行动。大家手持劝导旗，协助交警维护
交通秩序，劝导行人和机动车驾驶人遵守交通规
则，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执法总队党建工作
办公室桂勇告诉记者，他们还主动护送行动不便的
老人和儿童过马路，宣讲交通安全知识，为营造安
全有序、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贡献“应急力量”。

一堂宣讲课，凝聚文明之约向心力。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执法总

队“文”风而动，联合河西区应急管理局、三诚里社区
推出《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讲活动，让文明新
风浸润民心。“楼道革命，让小巷靓起来。”“礼让斑马
线，红灯我不闯。”“节俭养德，文明餐桌。”……在宣讲
现场，围绕当下的热点话题，执法人员带领居民学习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动员大家加入“争做
文明有礼天津人”的队伍。在此基础上，执法人员
还向居民普及安全用电、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等知
识，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精益求精书写工匠精神
──记敬业奉献道德模范闫虎民

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守护津门安全 文明执法在行动

■ 本报记者 王音

家，是休憩的港湾。一个和谐温
馨的社区，如同温暖的大家庭，让每
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关爱、
纾解烦忧、治愈心灵。

在东丽区丰年村街道的社区里，
就有这么一间小小的“心灵驿站”。
它是老年人“发牢骚”的小屋，是亲
子、夫妻间坦诚交流的空间，是困难
群体寻求帮助的平台，是青年人释放
压力、放松身心的天地……

关注居民心理健康，丰年村街道
以“心灵驿站”为载体，打造“一站
式、闭环式”社会心理服务模式，为居
民化解心中烦忧、巧解生活难题，守
护居民的“心灵港湾”。
“多亏了你们的提醒和帮助，我

才意识到自己脾气不好，给孩子造成
这么大的压力。以后我一定要学会
控制情绪……”居民刘女士的一番话
发自肺腑，她认真反思自己与孩子的
沟通方式，由衷感谢“心灵驿站”工作
人员给予的帮助。

在一次社区活动中，刘女士不耐
烦地训斥了儿子几句，引来了孩子的
强烈不满。孩子的抱怨没有受到母
亲关注，却引起了“心灵驿站”工作人
员的警惕。
“在我们看来，孩子抱怨或反抗，

就像在发出‘求救信号’，他在表达心
中的负面情绪，需要他人帮助和引
导，很多家长却忽略了这一点。”丰年
村街道“心灵驿站”负责人汤学凤说。

出于专业敏感，“心灵驿站”的工
作人员主动找到这对母子，深入沟通
后，了解到他们日常相处中的一些
“矛盾”——母亲过于强势，让孩子感
到紧张惧怕，导致亲子关系愈发紧
张。经过多次心理辅导，刘女士意识
到自己的问题，主动与孩子沟通。一
段时间后，丢掉了“坏脾气”的妈妈多
了耐心和笑容，孩子也变得开朗，亲

子关系和谐如初。
聚焦“一老一小”心理健康，丰年村

街道通过健全完善阵地建设、资源配
置、服务供给、机制运行等，融合“心灵
驿站”与社工站资源，相互叠加、一体
运转，构建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一
站式”服务模式。
“特殊群体也是关注重点。以社工

站服务残疾人、低保户的职能为牵引，
更有利于发现问题，链接服务主体，帮
助弱势群体解决在家庭教育、夫妻关
系、隔代抚育等方面出现的心理问题，
正向改善居民心理健康指数。”丰年村
街道党工委书记蔡虹说。

目前，丰年村街道下辖的3个社区
均建立了心理咨询室，设立个案（家
庭）工作室、小组（团辅）工作室等，统
一配置沙盘、沙发等心理咨询设施，面
向群众全天开放，让居民在家门口即可
解决心理情绪问题。

眼下正值暑期，一场“青少年心
理成长营”活动在社区展开。活动
中，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制
作“心情日记”、创作“静心图”、绘画
“雨中的我”，学习辨识自己的情绪状
态并合理释放。
“讳疾忌医是心理疾病治疗中的一

大障碍。很多人出现了焦虑抑郁，不愿
正视、不愿提及，更不会主动寻求帮
助。为了让居民走进‘心灵驿站’，我
们花了不少心思。”汤学凤说。
“心灵驿站”与鉴开中学、丽泽小学

建立联动服务机制，心理咨询师每月走
进学校开展心理宣讲及团辅活动；走进
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开展心理问题筛查，并对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心理培
训，提升他们的心理危机干预能力。此
外，丰年村街道还培养了15名网格员、
社区民警兼职心理辅导员。深挖社区
“能人”，由退休干警、保卫职工组成30
余人的志愿服务小分队，陪群众聊天缓
压，累计服务500人次。

东丽区丰年村街道探索“一站式”社区心理服务工作法

从“心”出发 打造居民“心灵港湾”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赵叔叔，您衣服都湿透了，歇一会儿吧。”
“赵叔叔，这是我妈妈早上煮的绿豆汤，您喝点

儿解解暑吧。”
近日，在河东区顺驰桥下，河东区上杭路街道万

和里社区的小学生王一丁和李子凡，为正在进行垃圾

清运的赵运明师傅送上了清凉的绿豆汤和通过“一勺
米”活动募集来的“清凉包”。当天，包括王一丁和李
子凡在内的“万和未来青少年志愿服务队”的12名队
员，分别来到河东区上杭路街道、向阳楼街道、东新街
道的大街小巷为环卫工人送上“清凉包”。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上杭路街道万和里
社区在暑期向全体社区居民和青少年发起“一勺米”公

益活动倡议：一勺米、心连心，连的是邻里之间的“情”，
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在“一勺米”公益体验中，以
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为活动主体，在社区的组织下，鼓
励小朋友叩开邻居家的大门，从一勺米开始，打破邻里
之间的生疏，将汇聚起来的爱心绿豆、饮用水等物资捐
助给在炎热天气里仍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
“活动前期，小志愿者分别赶赴各自的‘募米’

区域，在一声声‘您好’的问候语中，敲开一扇扇邻
居家的大门。”上杭路街道万和里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于祥说，“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
促进邻里和谐，在青少年心里种下善意的种子，另
一方面是通过青少年志愿者的慰问，向奋战在一线
的环卫工人、交警、停车员等户外工作者致敬。”

河东区上杭路街道万和里社区开展“一勺米”公益行动

打破邻里藩篱 致敬最美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