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劳动报社 张红星

在喜迎建党百年华诞之际，
来参加市总党组给我们举办的

政治生日活动，我内心充满了激
动、喜悦和自豪。

30 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创造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奇迹， 亲历了
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 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我深深为我们党感到骄傲。

这 30 年，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精华时段。 我很幸运，赶上了
好时代，是上海工运事业和劳动
报社的发展，给我提供了学习提
升的平台和机遇。 回想这些年，
是组织的培养和领导同仁的帮

助让我不断进步和成长，这一过
程中，我也努力把个人的理想和
追求积极融入上海工运事业和

新闻事业的发展之中。
我是 1997 年底进入劳动报

社的，那时，《劳动法》实施不久，
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催生了用人

单位和职工对依法用工、依法维
权的需求，而工会也以《劳动法》
的实施为突破口，开始突出维护
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 年，
报社安排我负责创办一个旨在

普及劳动法律、维护劳动权益的
版面，由此我有机会开始全面学
习劳动法律法规。两年后，1 个版
面的 《劳动广场 》升级成了 2 个
版面的 《劳权专刊》， 又过了两
年，《劳权专刊》激增至 8 个版面
的《劳权周刊》，人员也由当初的

一个人扩充成了一个部门。 《劳
权》不仅受到了企事业单位的欢
迎，更受到了基层工会和广大职
工的欢迎。 在上海市优秀媒体品
牌评比中，《劳权周刊》以其鲜明
的工会特性和媒体公信力每次

都捧牌而归。 因为办《劳权》，我
自己也成了半个劳动法专家。

2018 年，报社的融媒体改革
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根据报社
的安排，我承担了融媒体技术开
发的重任。 这是一个技术决定业
态的时代，在传统纸媒向融媒体
发展的进程当中，能够先期拥抱
技术，机遇难得。 打造一个什么
样的融媒体系统？ 如何完成技术
开发？ 我和报社的一群技术小白
像打了鸡血一样地边学边干。 在
报社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
2019 年 7 月 1 日，劳动报融媒体
系统正式运行，劳动报由此开启
了发展新历程，能有机会在这样
的历史时刻为报社的发展做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何其荣幸。
回首 30年的成长历程，我深

深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 感谢市

总工会和劳动报给予我的一切。
30 年前，入党对我来说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荣誉。 30 年后，党
员在我更多的则是心底那份沉

甸甸的责任。
如今，媒体行业正在经历前

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将职工的心
声、工会的关切、媒体的责任、社
会的参与整合成同频共振的良

性生态 ， 把汇聚职工注意力的
“流量”，更多地变成引导职工跟
党走的“能量”，劳动报人还面临
着诸多挑战。

越是难干越难得、 越是艰险
越向前。 相信在市总工会的领导
下，劳动报人一定会迎难而上，在
尽责中奋进、在守正中创新，不断
书写出新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名
老党员， 我将时刻牢记自己的政
治身份， 在岗位上践行初心与使
命，用行动书写责任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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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逢国家经

济困难，我家的生活也很拮据。记
得小时候因家庭生活困难， 上小
学、中学我是免交学费的，父亲工
作的单位工会每月还给予父亲一

定金额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以缓
解生活压力。在我上高中时，国家
恢复了高考制度，经过努力，1980
年我考进了大学。 当父亲单位知
道我考进大学后， 工会不仅送来
了补助金，给我做开学准备，工会
的叔叔阿姨还买了学习用品送

我。因此，工会和工会的叔叔阿姨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说， 十八岁之前我是不
幸的话， 但不幸中我有工会和工
会叔叔阿姨的关爱。 十八岁之后
的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赶上了好
时代，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鉴
于自身成长经历， 我对工会以及

工会工作者， 有着比绝大多数同
龄人更浓的情怀。机遇巧合，1988
年我来到了上海市总工会， 成了
工会大家庭的一员，1991 年又在
市总工会入了党。

进入市总工会后， 我的工作
岗位是围绕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开

展各项专题调研。 从最初的建立
职工家计调查网， 开展职工家庭
收支调查， 分析职工本人收入与
家庭生活支出的关系； 建立职工
家庭主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

采集网， 观察市场价格变化对职
工收入及家庭生活的影响。 这两

个调查网， 为工会推动低收入职
工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

撑。市总工会运用这些调查数据，
通过两会提案议案形式， 不断呼
吁本市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居民

低保制度。经过多年努力，1993年
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最低工资

和城镇居民低保两项社会保障制

度。市总工会调查的 1992 年本市
定期生活困难补助职工家庭人均

月消费支出 120元， 成了上海第
一个低保标准。

除以上常规调查外，我还结合
工会工资工作岗位要求，围绕职工
劳动经济权益保障， 开展专项调
查。如 2004 年本市环卫行业用人
单位由事业改企业后 ， 我们从
2005年起连续多年开展环卫一线
职工收入和与收入密切相关的劳

动定额等专题调查。 通过调查发
现，事改企后，本市环卫行业存在
一线职工劳动强度增大， 收入多
年不增长现象， 为此呼吁政府足
额购买环卫服务。同时建议环卫行
业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制
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调研结果通

过工会内参、工会专报等多种形式
向市分管领导以及政府相关部门

反映。 经过市总工会的不懈努力，
2011年本市环卫行业建立了市区
二级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制定高于
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业最低工

资标准，以及具有行业特色的岗位
工龄津贴等标准。

在环卫行业的示范带动下，
经市政府批准同意，2016 年本市
绿化、河道养护、管道养护、市政
养护四个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养

护行业均已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

商， 制定符合本行业实际情况的
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进市总机关 34 年来，我在工
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着， 虽然谈不
上轰轰烈烈，但是我很自豪。因为
我参与了工会推动本市建立最低

工资制度和城镇居民低保制度等

社会保障制度， 也见证了这些社
会保障制度从不完善走向完善。
我的职业生涯还剩最后一年时

间， 退休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我的
职业时，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我
曾经是一名工会工作者。

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胡敏

我是一名工会工作者

今天，重温入党
———市总工会“七一”党员集体政治生日座谈会发言选登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光
荣感、使命感，日前，市总工会机关系统开展了一次庄严而热烈
的为入党 20 周年、30 周年的党员过集体政治生日活动———“七

一”党员政治生日座谈会。9名老党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回忆了
他们在党旗下成长，为职工群众办实事的心路历程。今天，劳动
报选登部分老党员的发言，重温他们的入党初心。

作为市退休职工服务中心

的一名普通党员，今天能够参加
市总工会机关系统 “七一 ”党员
过政治生日座谈会，我感到非常
荣幸和自豪，同时感谢机关党委
对我们普通党员政治上的关心，
这对我既是一种鼓舞，更是一种
鞭策。 此时此刻我心潮起伏，感
慨万千，借此向伟大的党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向全体党员表示节
日的祝贺！

30 年前的那一刻 ， 恍若昨
日，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支部大会
那天，自己紧张、激动和喜悦的心
情。因为不管经历多久，能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并为党的事
业奋斗终生，这便是我的初心。

作为新时期的党员， 我牢记

入党的初心， 在市退休职工服务
中心工作 22年以来，坚决服从组
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

需要就到哪，我先后在餐饮部、客
房部、人事部、办公室等不同的岗
位从事管理工作。

2000 年上半年，我在办公室
从事人事工作同时又兼任客房部

副经理工作。 当时每天的工作就
是从人事部下班到客服部报到，
接着处理客房事务， 工作时间基
本上是 12小时以上，双休日再安
排一天在客房部值班。 当初客房
服务员基本上都来自 4050 再就
业职工，年龄大、家庭条件比较困
难， 加上工作强度大和客房服务
的工作要求高等各种因素， 使她
们在工作中流露出不稳定情绪。
为此我利用她们工作空隙和她们

交流谈心，了解掌握她们的工作、
生活等实际情况， 及时向党组织
汇报，为家庭困难的职工送温暖，
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 稳定了
职工队伍。 在兼任客房部工作期
间，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

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我
又因工作需要在餐饮部兼职经理

三次。期间，我始终保持高度的责
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完成组

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从不计
较个人的利益得失， 从未要求组
织发过 1 天调休单， 从未领取 1
天加班补贴费， 工作至今从未向
组织提出个人的利益所求， 因为
我牢牢记得入党那一天的承诺：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001 年起，我先后当选单位
的工会委员和主席。 作为一名基
层工会工作者，我立足本职工作，
坚持职工利益无小事。 代表工会
对家庭突发变故的职工进行上门

慰问； 探望困难职工和因病住院
职工，组织爱心募捐、落实帮困慰
问补助金，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送上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让工会
成为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给职工群众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百年大党正青春， 我们要以
建党百年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我们的工会事业的
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成绩。

入党那一天恍若昨日
上海市退休职工服务中心 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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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百

年之际，我作为 30 年党龄的身份
在此发言 ， 内心十分激动 。我
1983 年来到劳动报，当年那个懵
懂的青年仿佛就在昨天， 从报社
年轻记者的身上， 我看见自己当
年的身影。

忆往昔， 经历了入职 38 年、
入党 30 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 60
后这代人不仅是改革开发的见证

者， 更是参与者、 实践者和记录
者。 报社的发展折射出了上海工
会、工会媒体人的孜孜追求，经历
“铅”与火的蜕变，劳动报成为一
个反映时代特征、 具有工会特色
的新型全媒体。

1983年夏， 我从复旦毕业来
劳动报社报到， 当时编辑部就两
间办公室， 其中 419 室还是与市
总工会办公室一起合署办公。随
着报业的发展， 报社办公场所在
机关大楼“见缝插针”，我曾经在大

楼顶端的“旗楼”工作过，当时副刊
部一帮人在此办公， 没有空调，冬
季四处透风， 冻得手握不住笔；夏
天烈日下无遮无盖， 晒得大汗淋
漓。不过环顾四周风景真的不错，
海关大钟近在咫尺， 每天伴随着
东方红的钟声工作， 当年浦江对

岸是一片葱绿的浦东公园， 江两
岸是上海开埠以来的各种码头。

当时， 我们出报的文章都是
靠人工取铅字一个个拼成， 而排
字房就在总工会大楼地下室，现
在的劳模馆。 而烧铅的炉子就在
临近街面的小间， 每天经历着铅

与火的烧烤。当版面拼好后，再用
小推车送到汉口路解放日报印刷

厂印刷。如果遇到突发状况，还要
立刻跑回报社重新排版、编校。就
是在这种落后甚至原始的条件

下，我们始终坚守、坚持出版。
1991年我入党的时候， 报社

已经搬到飞虹路上的虹口区工人

俱乐部内办公，在这里我通过了预
备党员的转正。这次搬家的意义是
报社作为一家总工会所属的事业

单位“独立分户”了。过了不久，报
社又陆续搬迁过几次，虽然有时条
件艰苦，但劳动报人向来乐观淳朴
向上，依旧孜孜不倦做好报道。随
着报业的壮大和社会影响力的提

高， 劳动报已作为当时 “三报二
台”后最重要的综合媒体之一。在
1994年 7月， 劳动报人终于在现
在的地址———昌平路 700 号，有
了属于自己的七层新闻大楼。

现在，劳动报从 1979 年复刊
时四版黑白周报的内部刊物，一直
发展到曾经 24版彩色日报， 发行
量近期始终保持在 18 万至 20 万
之间；报社从单一的纸媒，发展到
当下拥有一报、一网站、劳动观察

APP、微信、微博、上海工运杂志，
在学习强国、抖音、微信视频号拥
有自己的发布频道，并协助总工会
相关部门运维申工社、 劳模杂志，
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全媒体。

从去年七月份起， 我分管的
报社工会中心根据党中央开展

“四史” 教育活动和庆祝建党百
年，组织记者进行“红色印迹寻访
系列报道”， 目前已报道了 60 多
篇采访，40 多万字，最近又以“致
敬红色工运”为主题，报道了上海
红色工运资料整理发掘和保护等

内容。 通过组织采写这些报道的
过程， 就是自己不断加深是对党
史和工运史学习了解的过程。

从我 30 多年的亲身经历 ，
深感作为工会媒体人，更是党的
新闻工作者；深深感受到报社发
展壮大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史

的一部分；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
真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此时此刻，
我对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感

到无比骄傲和无上光荣。千言万
语归结为一句话：唱支心歌给党
听，毕生甘做工会媒体人。

毕生甘做工会媒体人
劳动报社 赵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