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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伟

“没想到，从专利权人提交申请到资质审

查并与我们线上签约，只用了短短两天时间，

我们就获得了专利使用权，省了一大笔转化

谈判的差旅、人工成本。”

日前，一名消费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专利转化和推广应用平台购买了专

利，让自己的公司赶上争取新一年度市场的

最佳时机，发明这个专利的职工也从中获得

了专利成果转化收益。

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程中，江苏

各地及企业积极探索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和红利分享路径，让职工“用自己的创新成果

成就自己”，更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专利“超市”，促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针对物资履约过程中沟通效率低、劳

动强度大的问题，国网江苏连云港供电公

司物资部六级职员王磊和同伴研制出了一

套“物资履约语音管理系统”，使用后效果

很好。经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双

创中心”牵线搭桥，成果很快被推广应用，

其他公司同行不再“整天打电话，一句话重

复几十次”了，而王磊他们也获取了专利成

果转化收益。

一边是职工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一边是

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难，针对创新成果只是

“墙内开花”的现象，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工会曾经尝试通过职工技术创新成果拍卖

会的形式，探索职工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路

径。2019年，国网江苏电力专门组建了“双创

中心”实体机构，为职工创新搭建供需对接、

成果共享、孵化转化平台。

“双创中心”主任张军告诉记者，他们设

立的专利转化和推广应用平台好比一个“超

市”，愿意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供货商可

以对自己的专利明确许可费用，而有意愿实

施专利的消费者在线提出申请并按标准支付

费用后，就可以获得专利许可。“通过系统内

开放许可，专利权人只要一次在线申请通过，

后续所有营销、决策、谈判、身份验证和签约

等环节都可以省掉。”张军说道。

项目分红，让创新人才享受“红利”

李澄是国网江苏电力省管产业单位江苏

方天公司的产品技术中心首席工程师、国家

电网公司专业领军人才。前不久，凭借领衔

的“FT-8605 智能网荷互动终端”项目，李澄

获得 5.68万元的个人分红。

国网江苏电力完善成果转化制度体系设

计，确定任期激励、项目分红等激励方式，实施

基于项目分红的科技研究类、成果转化类“双

维”激励，为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

方天公司围绕转型升级重点发展方向，

制定中长期激励管理办法。该公司的智能网

荷互动终端、变电站生活污水生物-生态协同

治理技术、大受端电网内火电机组深度调峰

调频关键技术 3项成果转化类项目的团队成

员，成为首批激励对象。分红方案通过后，李

澄等项目团队成员享受到了项目分红激励。

李澄说：“这种分红，体现了一种激励导

向，也是对研发人员的尊重。”他手头还有两个

项目正在研发，“预计产生效益可达千万元”。

国网江苏电科院设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

化两类激励形式，根据项目中不同完成人的

贡献度，计算出每位参与人的分红金额，确保

激励兑现公平公正。2020 年，该院有 4 个创

新项目得到转化应用，累计创造收益 1150余

万元，共计发放激励 140余万元。

近两年，国网江苏电力在国网系统率先开

展成果转化项目分红，建立了以激励为导向的

成果转化机制，真正让创新团队享受到成果转

化带来的“红利”。江苏电力“双创中心”副主

任费益军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有 370多名

一线职工兑现项目分红超过500万元。

专项合同，把获得感“写在合同纸上”

常州强力先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全球

高端光刻胶材料领域的知名企业。以前，强

力先端的树脂包装使用 200 升铁桶，不仅包

装困难，生产成本也高。

2019 年，公司技术人员姚磊和同事提出

了“通过使用槽罐运输或吨桶循环使用来降

本增效”课题项目。经过评审与技术改进，这

一项目成功落地，为企业一次性节约成本 18
万余元。按照公司“职工技术创新专项集体

合同”有关创新项目的提取规定，他和同事获

得了 9000多元的奖励分成。

如何更好地调动职工岗位创新和企业支

持创新的积极性？常州市总工会总结基层探

索经验，推行职工技术创新专项集体合同制

度。强力先端成为首批试行企业。

强力先端工会主席顾来富告诉记者，

2018 年，企业工会主席与总经理分别代表职

工和公司签署了《常州强力先端有限公司职

工技术创新专项集体合同》，把职工创新的获

得感“明明白白写在合同纸上”。强力先端发

放奖励分成列表显示，2021年度职工 10个创

新项目，提取奖励 20多万元。

姚磊说：“这个专项集体合同让技术创新

从原来的‘要我做’，转变成了现在的‘我要

做’。”眼下，姚磊和团队成员正在实施一个新

的创新项目，“收益可观”。

常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

专项集体合同制度已在全市 109家企业开展，

覆盖 2 万多名技术职工，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5亿元，一大批职工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创

新收益。常州的这一做法，得到江苏省总工

会的推广，还被写入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见》。今年 7月，常

州职工技术创新专项集体合同的做法入选国

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集体协商十佳案例》。

“按比例奖励相关职工，激发职工创新创

优的积极性。”2020 年，江苏省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制定了《关于开展集体协商健全产业工

人薪酬激励机制的指导意见》，倡导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协商落实职工参与技术革新、发明

创造、科技创新的奖励措施；此外，江苏省总

工会今年改进了全省职工十大科技创新成

果、十大先进操作法、十大发明专利认定工

作，同时生成创新型职工人才库和项目库，便

于跟踪服务……

不断完善的激励机制，正持续激发职工

的创新热情。今年 8月，在国网江苏电力“双

创中心”的支持下，无锡供电公司职工创新成

果——第三代“青龙冰衣”降温服成功出孵。

“这款轻便的降温服，通过冷水循环持续带走

热量，10 分钟即可下降 15 摄氏度，是国内首

款基于压缩机制冷的便携式带电作业水循环

降温制冷衣。”国网无锡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

作业中心工作人员王涛告诉记者。

江苏探索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红利分享路径——

“用自己的创新成果成就自己”

创新在一线G

兰海燕

案例：人社部新修订的职业分类大典中，延续2015年

版大典对绿色职业标注的做法，标注了 134个绿色职业，

占职业总数的 8%。其中既是数字职业又是绿色职业的，

有23个。

观察：综合能源服务员、冶金热能工程技术人员、环境

卫生工程技术人员……这些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绿

色。环保、低碳、循环，注重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成为这些职业的新特征。自1999年我国颁布第一部

职业分类大典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

构调整，社会职业构成和内涵发生较大变化。自绿色职业

概念被提出后，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更多绿色职业不断涌

现。比如，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上线运行，在市场需求

驱动下，“碳汇计量评估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新版大

典将包括绿色职业、数字职业在内的新业态、新工作纳入其

中，对于让从业者有职业价值感、成就感，同时让职级晋升

有通道，意义重大。而绿色职业得到广泛关注并得以迅速

发展，深刻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有统计显示，新职业的从业者中，80后90后占比超过

九成。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研学旅行指导师，新职业的

兴起在助力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了多元

就业选择。然而，就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还需要相关行

业部门快速跟进，进一步建立健全绿色职业的职业标准和

评价规范，指导企业和相关机构开展职业培训、人才评价，

并为新职业从业者的健康安全建立起保障机制。

案例：齐鲁石化橡胶厂丁苯一车间当班员工进入氨冰

机隔音厂房，切身感受着隔音后噪声大大降低、工作环境越

来越友好。据报道，2020年以来，齐鲁石化组织实施了噪声

隐患治理项目，共计治理噪声超标设备设施46台（套）。

观察：曾经，机器轰鸣、钢花四溅、粉尘飞扬，是工厂车

间应有的样貌，也是企业蒸蒸日上的标志。但其对员工带

来的各种职业病伤害，已越来越引起各界的重视，由此，建

设环境友好型企业、进行健康企业评估，成为政府部门工

会组织对企业的外在要求。这一过程中，不少企业在加大

自身整治力度，积极承担环保责任。

客观讲，在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方面，由于污水排放、

废气排放过程中，其指标更容易被量化，甚至是肉眼可识，

同时对社会有更大危害性，政府部门的管理力度也更大，

企业在减排方面也更有作为。但在企业内部，是否要同样

下大气力去管好每台电机、每条包装线的噪声异味，这考

验着企业的责任担当。

其实，对企业而言，环境噪声的治理，本身也是工艺技

术提升的过程，除了有利于员工，也有利于企业。比如在

齐鲁石化，在针对机泵、物料管线、包装线等噪声问题进行

治理时，采用吊轨式或模块化隔声罩，可以快速打开或拆

卸，方便设备检修维护；在隔声罩内设置温感探头，可自动

开启通风设备进行散热，减少了能源损耗。而实施的露天

煤场封闭项目，在煤场内设置喷雾系统，降低了空气中粉

尘浓度，也减少了煤尘流失。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

示，10年来我国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3.3%，相当于节约

和少用能源约 14亿吨标准煤。这其中，也有健康企业建

设中堵住的“跑冒滴漏”。

创·微言G

绿色职业尚需完善职业标准
健康企业建设让员工企业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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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技绝活G 变废为宝 导线扒皮添“神器”
本报记者 彭冰 本报通讯员 王倾城 刘欣阳

“神十二”机车实施23项技术升级改造

牵引系统功率密度大幅提升
本报讯 截至 9 月 28 日，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

公司神华号十二轴大功率交流电力机车已在包神铁路安全开

行 400 天，累计安全开行万吨重载 1500 列，总走行逾 60 万公

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该公司技能检修人员对机车进行 23

项技术升级、改造，从而实现机车牵引系统功率密度的大幅提

升密不可分。

“神十二”电力机车是目前世界上牵引功率较大的交流传

动电力机车之一，有着效率高、运行可靠、节能环保等诸多优

势。该公司技能检修人员联合厂家技术攻关人员进行科技创

新，针对“车载网络控制系统”“静态制动性能”“机车对外射频

电磁干扰”“牵引变流器小型化”等 23项技术升级、改造，实现

了“神十二”型电力机车牵引系统功率密度的大幅提升。为了

将机车各项智能运维系统功能充分发挥，不断提升该机型的

安全运行能力，该公司包神铁路运输处电力机车队人员精心

钻研编制《神十二型机车操纵办法》《神十二型机车牵引万吨

列车在曲线、大坡道起伏坡道平稳操纵办法》，陆续开展了

“2+0”模式下牵引万吨载重的“全列动静态试验”“12‰大坡

道牵引万吨起车试验”“车辆钩缓系统疲劳检测试验”，使该机

型各项运行数据均满足了铁路线路坡度大、桥隧众多、弯道曲

线大的运行要求。 （刘旭杰 孙毅）

营造无处不在、人人可为的群众性创新氛围——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控制性工程伶仃洋大桥主缆完成架设

深中通道悬索桥用上“最强中国芯”
本报讯（记者蒋菡 通讯员张政 李冕）一桥飞架，跨越伶

仃。近日，随着最后一根主缆索股的架设，由中交二航局参建

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主缆全部架设完成。

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集群

工程，全长约 24 公里。伶仃洋大桥是深中通道控制性工程，

为主跨 1666米的三跨全漂浮体系悬索桥，主塔高 270米，是目

前世界最大跨径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也是世界最高海中大桥。

伶仃洋大桥共有两根主缆，单根主缆由 199根索股组成，

每根索股由 127 丝、直径 6 毫米的中国自主研发 2060 兆帕镀

锌铝钢丝组成，这也是目前国内强度等级最高的悬索桥主缆

钢丝。主缆的每根索股长约 3000 米、重约 85 吨，要将其搬至

270米高空并非易事。

项目部采用了超长索股无人跟随架设技术，对索股进行

远程监控，节约了人力降低了风险。针对架设后的测量问题，

自主研发智能标靶等设备，对施工关键数据实时传输，显著提

升大跨径悬索桥主缆架设自动化、信息化水平。

经过对每根钢丝位置和气温反复测量，项目团队把握住

主缆钢丝变化规律，将精准度控制在 5 毫米内，同时采用“白

天牵引、夜间调索”双向施工模式，高峰期每天完成单幅 4 根

主缆索股的牵引。

编者按

技术工人收入和技能不匹配，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他们的创新热情，也导致

其地位、社会认可度不高。近年来，相关部门、行业、企业和工会组织等多方发力，在激励

机制上打破条条框框，探索让技术工人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入路径，从体制上、空间

上激发了技能人才的创新活力。

通过探索职工成果转化和红利分享，让职工“创客”名利双收；采用岗位技能工资制，

实现技高者多得；推行股权激励机制和薪酬分配体系，持续吸纳优秀技术工人入股；鼓励

大国工匠跨企业开展技术指导、难题攻关等，取得相应报酬；奖励重用关键技术岗位、关键

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能人才等……多地多企业在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让技术工人真正因技能而更有获得感，感受创新有劲头、发展有奔头。

从今天起，本版推出系列报道《怎样让技术工人有更多获得感》，敬请垂注。

怎样让技术工人有更多获得感①

在配电线路上施工、检修作业过程中，绝缘导线搭接时，应进行绝缘导线扒皮。以往都是使
用电工刀或折叠刀对绝缘导线的绝缘皮进行剥削，耗时较长且绝缘皮剥削不规范，极易造成绝
缘导线线芯损伤和导线绝缘皮破损。

国网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供电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带头人王猛，经过反复实践摸索，
利用废旧脚扣制作出一种多功能导线扒皮器。多功能导线扒皮器的伸缩杆上有刻度标尺，可以
对绝缘导线剥削长度进行测量及定位，保证绝缘皮剥削长度符合标准，能够快速进行绝缘导线
扒皮，做到安全规范、快速高效、剥削平整。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赵春国 李吉建

“别小看这个迷你大力钳，它可是能解决

内置卡簧安装难的好工具。”近日，胜利测井公

司常规射孔工程部“晓静创新工作室”，一场别

开生面的“创新故事会”正在进行。主讲人刘

晓静一边演示发明工具，一边讲述把奇思妙想

变成创新成果的经历，不时引起阵阵掌声。

“处处是创新之地，天天是创新之时，人

人是创新之星。”在该工程部经理李明厚看

来，正是有了这种无处不在、人人可为的群众

性创新文化做积淀，才成就了胜利测井公司

全国同行领先的优势。

“多和甲方沟通，弄清楚仪器在不同环境

下存在哪些缺陷，我们好有针对性地改进。”

前不久，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技能大师、“李军

创新工作室”带头人李军和在新疆施工的徒

弟宋江波视频连线，询问组合式小井眼声波

测井仪的使用情况。

最近，李军和侯斌工作室成员联合攻关，

研发了新型接口硬件，虽然这个硬件让面临

淘汰的 25支下井仪器“起死回生”，但他还想

了解多一点，力求把方案改进得更完美。

今年 1 月，“李军创新工作室”被评为中

石化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在他的带领下，一

项项“书本上找不到、市场上买不来、生产中

离不开”的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目前，胜利

测井公司 13 个创新工作室累计完成革新成

果 612 项，取得国家专利 50 余项。”胜利测井

公司代表、党委书记王京平说。

“每次上班，看到前辈解释过的一摞摞原

始资料，心里总泛起一股暖流。他们虽然已

退休多年，但留下了勇于攀登、永争第一的创

新基因。”闵恩泽青年科技人才奖获得者、胜

利测井资料解释研究中心副主任翟勇说。

胜利测井公司总工程师潘瑾台时常教导

徒弟说：“测井是石油勘探开发的眼睛，我们

要擦亮眼睛，做好测井解释工作，准确找到油

气层的位置。要像老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

切，对症下药。”

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只有高中文化程度

的测井工人吕幸端研制出了“全流程自动化

操作程序”，发明的“声波全波列波形分析系

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成为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中华技能大师。“创新的路上困难

再多，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吕幸端由衷感

叹道。

前不久，在经纬公司 QC 管理成果评比

中，胜利测井资料解释研究中心“点金创

效”创新小组的“提高商 550 井区致密砂岩

储层解释符合率”获得一等奖。“测井解释

人员好比谍战剧里的‘密码专家’，我们和

一条条测井曲线斗智斗勇，让所有隐藏在

地下的油气资源无处遁形。”创新小组成员

吕增伟讲道。

胜利测井河口工程部至今流传着徒弟吕

道清帮师傅孙学章“挑刺”的故事。

当年，SL3112 组合测井仪器研制正进行

到关键阶段，每个人都忙得焦头烂额。吕道

清在忙碌中发现了师傅的失误。吕道清鼓足

勇气说：“师傅，您设计的电路不对。”师傅不

仅没有生气，反而当众夸奖了他。为了不耽

误仪器研制，师徒二人三天两夜没合眼，在规

定期限内完成了研制任务。

现在，吕道清每带一个徒弟，都要求他们

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敢于否定自己，敢于直

面不足。每个月，工程部 3 个创新工作室都

要联合举办青年员工创新培训，既总结经验，

又分析不足，互相学习借鉴。

“单位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特

长，量身定制培训方案，我们创新的兴趣更浓

了。”青年员工金波说。

胜利测井利用“名师带徒”“测井讲堂”

“技能夜校”等形式，定期组织不同层次的技

术交流和技能培训，扎实做好高技能人才传

帮带，实现了创新创效和人才梯队建设的良

性互动，创新力真正转化成了市场竞争力、品

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