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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工会篇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刘光远 刘子峣

近年来，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韩金虎不断研究创新

方法，开展小改小革 300多项，解决关键

技术难题 40多项，其中 4项申报了国家发

明专利。2020年，韩金虎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当年，公司奖励韩金虎一套住房。

同时，该公司还奖励他的师傅孙建华与韩

金虎同小区、同价值的一套住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河北省总工会

的引导下，河北各级工会和企业共同努

力构筑高技能人才聚集的高地，让工匠

人才在精神上有荣誉、物质上有回报、社

会上有地位，奏响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新

乐章。

铺路搭桥，构筑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2018 年，河钢集团承钢公司制定实

施了《“四个一百+”人才工程建设方

案》，用几年的时间建立和动态培养由

100 名优秀管理人才、100 名优秀营销专

员、100 名技术专家、100 名技能大师和

外聘人才组成的“四个一百+”骨干人才

队伍。共聘任评聘专家 141 人次（含首

席），技能大师 25 人次，构建了公司级、

分厂级、作业区级、班组级的立体人才支

撑体系，为各序列、各专业人才打通成长

的绿色通道。

铺路搭桥，构筑技能人才上升的通

道，让产业工人有为有位，从一家企业足

以管窥河北“产改”之路。

高质量建设产业工人技能实训基

地、完善产业工人表扬奖励制度……近

年来，河北制定出台多项政策文件，着力

构筑工匠人才聚集高地。河北省政府与

省总工会联席会议还专题研究促进产业

工人队伍技术技能提升问题。

近 5 年来，河北省总始终把牵头推

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河北各级工会聚焦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每年组织开

展“十百千”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带动

450 万名职工参赛，1.6 万名职工晋升技

能等级。

围绕提升技术创新质效，实施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倍增计划，建立

不同层次创新工作室 5200 多家，其中国

家级 18 家，汇集中青年高技能人才 4 万

多人，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5万多项，获得

国家专利 2.5万项。

激励驱动，让更多工人成为工匠

邢台德龙钢铁公司是一家民营企

业。走进该公司，“劳模墙”位于党建展

厅内的显著位置，公司车辆以劳模命

名，厂区内有“匠人大道”，每个分厂都

有以能工巧匠、技术标兵等命名的职工

工作室。

在德龙钢铁，工人拿到学历、评上职

称、提升技能等级，公司分别给予每月 50

元～800元津贴。如今，该公司高级工以

上占比已由此前的 8.9%提升至 18.5%。

2020 年以来，河北省、市两级确定

了 79家单位作为试点，为深化全省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发挥先行先试、示范

引领作用。河北省总要求，各单位要多

渠道落实技术工人待遇，健全培养、考

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机制，鼓励

产业工人凭技能提高待遇，健全核心技

能人才评价机制，实现价值贡献与薪酬

联动评价。

截至目前，河北省技能人才总量达

到 1046.6万人，高技能人才达到 309.7万

人，技能人才总量比 2017年翻了一番。

选树培养，让工匠成为“明星”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焊接工王万明被工友们誉为“土洋结

合的‘焊接大拿’”。从焊接技术的“门

外汉”变成手工焊、机器人焊接的“双

料大拿”，王万明长年累月扎根一线，

刻苦钻研。

“择一事终一生”“偏毫厘不敢

安”……在“2022 年河北大工匠年度

人物”记者见面会上，王万明等 7 名

“河北大工匠”在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

厅分别向全省职工群众讲述自己奋斗

的故事。当日的记者见面会直播量达

241.9万人次。

为落实河北省“叫响做实河北大

工匠品牌”要求，河北省总工会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需求，自 2017年开始，联

合省直有关部门在全省组织开展“河

北大工匠”寻访宣传活动。通过工会

寻、媒体访、群众推等多种方式，累计

寻访宣传各类工匠人才 599名，推选出

1名“大国工匠”、50名“河北大工匠”、

50名“河北工匠”。在这项活动的带动

下，石家庄“省会十大工匠”、张家口大

工匠、唐山工匠等选树活动陆续展开。

让劳模、工匠人才成为“明星”！

河北省总工会还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开

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校

园、进课堂、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活

动，组织劳模、工匠宣传宣讲，更好地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河北省总工会扎实推进“产改”走深走实，全省各级工会和企业通过搭成长平台、

建激励机制等举措，共同构筑高技能人才聚集高地——

产业工人更有奔头了
阅 读 提 示

近年来，河北省总工会始

终把牵头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通

过高质量建设产业工人技能实

训基地、开展“河北大工匠”寻

访宣传活动等多项举措助力更

多的一线工人成为工匠人才，

让技能人才在精神上有荣誉、

物质上有回报、社会上有地位。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蒋少萱

7 月末的一个中午，烈日当头。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室外的热浪逼

得在民族大道附近送餐的美团外卖骑

手小韦进了“一岗一驿站”，清凉舒适

的驿站让小韦赞叹道：“有个地方歇歇

脚，真是太好了！”

今年以来，南宁市总工会联合南

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中央企业开展

工警企共建“一岗一驿站”活动，探索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联建共享模

式，升级改造和新建了民族大道中山

路口、南湖桥头、民族双拥路口 3个交

通岗亭。

“一岗”是指党员先锋交通岗，“一

驿站”是指工会爱心驿站。建成后的

“一岗一驿站”同时具备党员先锋交通

岗和工会爱心驿站服务功能，为劳动者

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

改造升级后的交通岗亭环境宽敞

舒适，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了电车充电

棚、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工具箱、便

民药箱等服务，现场还放置了“一路一

群”云端交流二维码，市民可自行扫码

进入所在社区警民服务微信群，寻求

咨询与帮助。

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黄

林毅表示，开展工警企共建“一岗一驿

站”活动，有利于提高为警为民的服务

能力和水平，有利于改善户外劳动者的

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增强劳动者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有个地方歇歇脚，真是太好了！”

烈日炎炎，“娘家人”撑起“清凉伞”

本报记者 裴龙翔

“你们帮我看看，我可不可以办

居住证？”近日，环卫工姚女士走进上

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的户外职工驿站求助，“孩子下

半年就要转到上海上学了，学校要求

家长有居住证。”

姚女士曾来驿站乘凉，遇到急事

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过来咨询。很快，

驿站工作人员不仅把办理居住证相

关政策等信息详细地告知了姚女士，

还将重要材料明细和流程写在便签

上，她只需要按照清单准备好材料进

行办理即可。

对于户外劳动者来说，康健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的户外职工驿站就是

公共服务的“百宝箱”。在站点小憩的

同时，他们可以咨询、办理个人事务，享

受便捷的集成式服务。

全年无休、主动服务是驿站的最大

特点。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

息场所，提供无线上网、母婴室、免费复

印、医药箱等特色延伸服务。疫情期间，

还提供瓶装饮水、口罩、方便面等物资。

“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更是驿站坚

持多年的特色服务。夏季高温，驿站为

奋战在烈日下的户外劳动者送上盐汽

水和清凉油等；冬季严寒，驿站为寒风

下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暖宝宝、姜茶等。

“全能驿站”提供全天候服务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伍月桥 张上雄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总工会开展“职

工健康行·工会送清凉”活动，推出“四大

套餐”慰问高温作业一线职工。

这“四大套餐”包括：送消暑套餐，慰

问重点工程建设者；送专属套餐，关心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抗疫“常餐”，常态化

关爱防疫一线工作人员；送营养加餐，普

及高温防护知识。

入夏以来，中山市总到深中通

道 S07 标段等重点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

设 者 。 中 山 市 各 级 工 会 开 展 了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宣

传日”活动。

为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关爱，中山市总到韵达快运中山分

拨中心作业现场、户外劳动者工会

爱心驿站等场所，慰问快递小哥、货

车司机，派发“工会清凉爱心包”。

通过“工惠日”小程序开展线上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清凉”活动，为

快递小哥送上 400份解暑水果。

截至目前，中山市、镇（街）两级

工会共开展慰问活动 208 场次，送

出清凉饮料、解暑水果 10万份、“工

会清凉爱心包”8210 份，慰问高温

作业一线职工 20多万人。

“四大套餐”给职工送去凉意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王子枫

8月 4日，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友客

便利店门口，一台定制款的冰柜投入使

用，冰柜上，工会会徽以及“一瓶水、传递

爱”字眼格外醒目。这样的冰柜遍布青

岛 10 个区市，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

外劳动者提供服务。

“ 线 上 送 清 凉 ”是 青 岛 市 总 工 会

2019 年启动的一项活动。今年在延续

往年做法的基础上，市总工会联合市南

区总工会、澳柯玛集团推出“一瓶水、传

递爱”公益活动，由澳柯玛免费提供冰柜

并投放到优客、711、优同、可好等便利店

门口，市总工会投入 5 万瓶矿泉水。户

外劳动者通过“齐鲁工惠·青岛行”APP
注册认证会员，即可免费领取清凉券，兑

换矿泉水。

青岛市总挑选了往年清凉券领取密

集的便利店作为投放点，活动范围扩大

到 10 个区市。在“齐鲁工惠·青岛行”

APP 上，职工每天可以领取一次面值 5
元的便利店通用清凉券，可在全市 1106
家便利店购买防暑降温饮品。

活动期间，青岛市总发放20万张清凉

券、加油优惠券，预计惠及超5万名会员。

线上送清凉 随手领“爱心”

工会送清凉 情系劳动者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德平 陈勤

“我女儿刚刚考上大学，我把她高中

时的课外阅读资料都带来了。”8月6日上

午，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新林业板材公司

女职工袁侠提着一个旅行包，来到公司工会

办公室。原来，该公司工会在发动职工捐献

旧书资料建设“学子课外阅读资料室”。

公司技术员臧国亚一下拿来了 3提

袋书。原来，邻居家孩子今年考入高中，

臧国亚征得同意，将他初中 3 年间的各

种课外阅读资料整理、消毒后，全部带来

了。“好啊，你的动员工作做得好！”忙着

搬书的工会主席伏开泉说。

一上午，先后有 20多名职工前来捐

书、捐课外阅读资料，有的是自家孩子用

过的，有的是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家找

来的，累计收到小学、初中、高中的各类

课外辅导用书 1260 多册，各类课外阅读

资料 4300多份。

热闹的捐书现场，很快吸引另一拨

职工前来“淘金”。“伏主席，我儿子今年

考入高中，我想借高一年级的课外阅读

资料给他，想着给我留一套哦！”女职工

汤静雅很期盼。这头，伏开泉爽快地应

着：“好嘞，没问题！”

此举源于公司每月一次的“倾听职

工呼声，化解职工难事”圆桌会。8 月 1
日，职工孙凯平在圆桌会上提出，“希望

公司在服务指导职工教育子女方面多支

招。”职工李建平提出，“很多孩子用过的

各类课外阅读资料对其他孩子有帮助，

希望公司牵头调剂，变‘废’为宝。”

公司听取了职工的建议，将 100多平

方米的会议室改为“学子课外阅读资料

室”，还安排两名职工志愿者担任图书管

理员，对职工捐赠的课外阅读资料等分门

别类地进行整理，开展借阅活动。

企业里的“学子课外阅读资料室”

本报讯（通讯员宋延娜）近日，在中

国职工技术协会 2021年度职工技术创新

成果评比中，浙江省华云科技公司设计

的多尺寸紧凑型模块化电缆伸缩补偿装

置成果荣获一等奖。

自 2014年 5月成立以来，“华云科技

Creaway 劳模创新工作室”就确立了“一

五四”建设体系，并加强品牌引领。“一”

是指以“华云”品牌为核心进行创新活

动；“五”是指从理念、品牌、团队、创新和

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建设；“四”是指要

充分发挥工作室示范性、传承性、创新

性、群众性四方面作用。

近年来，该工作室创新成果实现

转化交易额达 6000 万元以上。2018 年

以来，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发明

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35 项、软件著

作权 3 项。

创新工作室成技能人才“孵化”基地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记者郑莉 朱欣）“19 个对口

援疆省市总工会与新疆各级工会已确定援助项目 1600
多个，援助金额 3.7 亿元。”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国工会

对口援疆工作会议上获悉，新一轮工会对口援疆工作

进展顺利，目前确定直接服务职工的户外劳动者服务

站点、职工书屋、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人文化宫等项目

762 个，投入 1.1 亿元；新疆工匠人才培训、产业扶持、

工会干部培训等项目 622 个，投入超过 9700 万元；送

温暖、金秋助学、困难帮扶等项目 266 个，投入超过 6300
万元，等等。

2021 年 2 月 ，全 国 总 工 会 召 开 全 国 工 会 对 口 援

疆援藏工作会议，对新一轮工会对口援疆工作进行

了 动 员 部 署 。 随 即 ，援 受 各 方 工 会 加 强 协 调 配 合 、

周密部署实施，19 个省市总工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兵团各级工会签订援疆协议 31 份，其中北京、山

西 、辽 宁 、福 建 等 10 多 个 省 市 援 助 意 向 超 过 2000 万

元 。 协 议 签 订 后 ，各 级 工 会 克 服 疫 情 影 响 ，聚 焦 民

生援疆、人才援疆、设施援疆、文化润疆等重点，积极

推动项目落地。

——将援疆资金向民生和基层倾斜，开展金秋助

学、困难职工帮扶、消费扶贫等活动，累计帮扶慰问 3.9
万人次。如上海开展了“点亮微心愿”活动，浙江组织

了跨省疗休养，山东为驻村工作队提供经费补助，广东

开展了援助职工医疗互保等。

——助力新疆工匠人才培养，加大对产业工人、工

会干部培训力度。如河南签订了“名师带徒”“工匠带

兵”协议，湖南将“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经验引入

吐鲁番，江西组织了景德镇陶瓷工匠和新疆土陶艺人

技术交流等项目。

——高标准建设、改扩建工人文化宫，建设 257 个

模范职工之家、10 个劳模创新示范工作室、54 个职工书

屋、107 个户外劳动者服务站、26 个职工托幼服务站和

23 个女职工哺乳室等。如湖北推动双河市职工服务中

心建设，河北支援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吉林支援

金山工匠手工艺品展示推广中心，深圳在边境执勤点

建设高原职工氧吧等。

——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

深化“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育，实施文化活动、

设施、宣传进企业。在援疆中，天津开展了民族团结

一家亲联谊活动，黑龙江安排资金建设工运史馆，江

苏组织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安徽帮助解决在皖新疆籍

少数民族职工生活困难等。

据了解，新一轮工会对口援疆工作将持续至 2025 年，各级工会将设置更多改

善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特别是加大就业支持力度，开展“组团式”“订单

式”“规模式”职业技能培训、再就业培训。同时，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

升职工生活品质等，帮助新疆工会解决“大问题”、办好“大事情”。

全
国
工
会
投
入
三
点
七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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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中建三局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项目施工工人正在
领取慰问物资。

当日，天津市河北区总工会开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慰问活动，分
别深入区内和融广场、中建三局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项目
工地，现场为工人送去慰问物资，并
积极推动工人入会工作，营造全社
会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良好
氛围。

本报通讯员 沈岳 摄

慰问物资进工地

▲上图为8月16日午间，环卫
工人在爱心驿站内避暑休息。

近日，在上海虹口区三河路上，
爱心驿站对附近的环卫、园林、市政
等户外劳动者开放。午间时段，在
此休息的环卫工人们可以洗把脸，
吹着空调聊聊天，清凉中透着融融

“暖意”。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