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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建建筑集团 4 名工匠获评全国首批首席技师后，有了丰厚的薪酬待遇，

更有了在生产一线“做精做专”的信心——

走向广阔创新天地

“新八级工”在企业 ③“新八级工”在企业 ③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对于新晋级的首席技师和特级技师，中 能 建 建 筑 集 团 已经有了新安排——围绕这

些拔尖技能人才，打造一批创新工作室，让这些工作室不仅成为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孵化

器”，也成为企业创新创效的“加速器”。

对于新晋级的首席技师和特级技师，中 能 建 建 筑 集 团 已经有了新安排——围绕这

些拔尖技能人才，打造一批创新工作室，让这些工作室不仅成为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孵化

器”，也成为企业创新创效的“加速器”。

10月 8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石油
宾馆助老餐厅内，蒋明珠（左一）和朱文秀
（左三）两位老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就餐。

从今年 7 月起，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三里庵街道杏林社区针对辖区内独居老
人、留守老人多的特点，依托自身资源，积
极对接辖区内国营宾馆餐厅，建立社区助
老食堂，服务社区及周边老人就餐。目前，
该社区助老餐厅每日提供平价午餐，并对
辖区内 80岁以上老人按年龄段提供每月
餐饮补贴或免费午餐。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宾馆餐厅变身
社区助老食堂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疗养院为我们提供了中医问诊、温泉水

疗、特色餐饮等贴心服务，让我们在‘充电’之旅

中放松身心……”9月25日，来自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 29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谈及在陕西省工人疗养院（以下简称陕

西工疗院）的疗休养体验时，给出“五星好评”。

陕西工疗院始建于 1956 年，曾一度陷入

软硬件设施差、职工干劲不足、生产经营举步

维艰的困境。如今，它在转型中蝶变，成功跻

身“全国工会十佳疗休养院”行列。近日，记

者来到陕西工疗院，探寻它的“兴院秘诀”。

强阵地

“疗养院变化可真大，建筑内外焕然一

新。”9月 14日，省直机关组织一批老干部疗休

养，看到陕西工疗院的变化，大家都感叹不已。

多年前，这里并不是这番景象。

1995 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陕西工疗院在全院实行单科承包经营，自

负盈亏。但是，由于服务设施设备落后，疗养

院在市场竞争中一直面临窘境。

2001 年，在陕西省总工会大力支持下，

陕西工疗院将各科室收回统一经营，同时根

据市场需求对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2008
年 10月，总投资近 1亿元的劳模休养楼、医疗

综合楼及其配套设施开工建设。2010 年，拥

有 83间功能检查室，配置有先进进口设备的

体检中心楼建成，与康福楼、骊珠楼共同构成

了现代化体检、疗养、养老功能区。

此后，温泉水理疗养生功能区、劳模休

养楼等服务阵地先后建成。至此，陕西工疗

院的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

近几年，疗养院继续对服务阵地进行改

造提升。新修工运史馆、生态餐厅、健康走

廊，升级陕西省工人疗养院俱乐部、劳模基地

等大型配套设施，并相继在宝鸡、渭南两地授

牌设立华山、太白、麟游 3个分院。

“要发展，强有力的阵地是基础。我们计

划在明年‘五一’前，完成提升改造建设项目，把

崭新的工疗院作为送给职工会员的节日礼

物。”陕西工疗院党委书记、院长冯曦说。

转理念

近日, 陕西工疗院餐饮部推出的秋冬小

火锅再次“火”出圈。

在后厨，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菜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樊建国正现场教学。

作为陕西工疗院的餐饮顾问，他不仅传授厨

艺，还帮助疗养院研发出特色营养餐和工疗

食疗菜系。

在餐饮上发力，用优质服务获得好评，这也

是疗养院转变经营理念“圈粉”职工的一个缩影。

推出太极拳、茶艺、秦腔鉴赏等特色课程；

拓展西安市劳模馆、易俗社、长安十二时辰等

参观点……近两年，疗养院进一步转变经营理

念，采取“线上线下、院内院外”销售途径，走上

专业化、集约化发展道路。

在线上，多平台推广业务，提升人气；在

线下，鼓励全员销售，成立陕西鑫唯康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设立办事处；在院内，成立外联

业务投标项目组，跟踪投标大型体检业务；在

院外，利用节假日开展系列惠民活动。

树品牌

在三秦大地，陕西工疗院的品牌越来越

深入人心。

怡心谷欣源酒店位于宝鸡市麟游县。近

年来，这个“隐在深山无人知”的五星酒店先

后承接了陕西省部级劳模等劳模疗休养活

动。之所以有大批劳模职工来此疗休养，正

是因为酒店新增了一块招牌——陕西工疗院

麟游分院。

今年，陕西工疗院更加注重品牌形象塑

造，不断加强网上宣传和营销力度，通过新媒

体平台，不断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今，打造“智慧疗养院”是陕西工疗院

的新目标。根据《陕西省智慧疗养院建设三

年规划》，陕西工疗院将从智慧园区管理、智

慧运营管理、智慧客户服务 3个板块入手，用

3年时间建成“智慧疗养院”。

“陕西工疗院要在立足公益性职能的基础

上，以切实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深化改革提质

增效为工作主线，以全面加快提升改造建设

为重点工作，以党建工作、市场营销、管理提

升、品牌建设为抓手，内强管理优服务，外拓

市场增效益，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提升，力争将其建成在全国叫得响、深受广

大职工欢迎、让职工满意的职工福地。”陕西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说。

提 升 改 造 硬 件 设 施 ，转 变 经 营 管 理 理 念 ，让“ 工 ”字 品 牌 深 入 人 心 ——

陕西工疗院的“兴院秘诀”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李楠

近段时间，全国首批首席技师出炉的消

息在“职工圈”刷了一波热度，也在中能建建

筑集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来自该集团生产一线的陆忠良、王怀

祥、杨秀忠、王洪兵 4名工匠，榜上有名，成功

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体系中“登顶”。

“高技能人才是企业优化产业结构，提

升核心竞争力的底气。”中能建建筑集团党

委委员、工会主席陈鹏告诉记者，对高技能

人才的渴求，让企业迫不及待地要“第一个

吃螃蟹”，通过落实“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为技能人才打造施展才能的更大舞

台，使其在实现自我价值中助力企业发展。

打破制度掣肘大展拳脚

还有 1年时间，陆忠良就要退休了。正

在上海石洞口电厂项目“站好最后一班岗”

的他，听到自己成为全国首批首席技师的喜

讯后，第一时间和同在电力行业工作的儿子

通了电话。

“儿子，老爸当初的选择没有错。”电话

里，父子俩开怀大笑。

陆忠良口中的“选择”，是指抵挡诱惑，

坚持留在生产一线把技术做精做专。

当然，他也曾犹豫不决。

“我 46岁评上的高级技师，那时一心想

成为这个领域的技能专家。不过干了几年，

确实觉得升不上去，正好有分公司提出邀

请，就产生了想去干管理的念头。”陆忠良

说，“后来我还是觉得离不开汽轮机，比如获

得一个专利、创新一个工法，我能高兴得几

天睡不着觉，这种在一线的成就感是无可代

替的。”

尽管职业发展空间受限，怀揣对汽轮机

安装的热爱，陆忠良还是继续在技能路上披

荆斩棘，他先后参与了 20 多个大中型电厂

建设，获得了 3个自主研发专利、2个实用新

型专利。

与陆忠良的经历类似，全国技术能手王

怀祥也在彷徨中坚定，选择和汽轮机打了一

辈子交道。他因为勤钻研、能吃苦在公司声

名鹊起，更在创新攻关中有口皆碑。

获评首席技师后，陆忠良和王怀祥都非

常兴奋，他们感到，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等待他们大展拳脚。

中能建建筑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

示，早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实施

之前，集团就一直想为陆忠良、王怀祥这样

的拔尖技能人才提供更全面的发展通道、更

丰厚的薪酬待遇和更给力的创新平台，然而

因为制度掣肘，总是难以放开手脚。

“现在大不一样了，一切以创造价值为

导向，获评特级技师的职工能享受正高级待

遇，拿年薪，收入与中层干部齐平。”这名负

责人还告诉记者，公司修订了《岗位序列管

理办法》，将首席技师纳入企业高级人才管

理，把首席技师等技能专家的岗位级别上限

提升到公司高管水平，进一步拓宽了高技能

人才的晋升通道，提升了他们的薪酬待遇。

学徒有了新“跳板”

“王老师，我找到施工员的工作了，还成

了学徒工。”9月 16日上午，成功应聘到中能

建建筑集团南浔 180 米超高层装配式大象

酒店项目的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郁

志成，通过微信向大学辅导员报喜。

“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也为郁

志成这样初出茅庐的职校学生打开了新天

地——补设的学徒工为他们提供了新“跳

板”，让他们在顶岗实习期间，提前一年就能

拥有技能等级，在职业晋升和薪酬待遇上

“跑”得更早，后劲更足。

今年，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中能建建

筑集团与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合肥职业技术

学院、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

校开展校企合作，提供了 800 多个实习岗

位，并择优录用实习生，让他们提前转正。

作为“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

企业落地后的首批学徒工，郁志成感到振奋

的，不仅是拥有了职业身份，更是拥有了言

传身教的“双导师”和不断提升、展示自我的

职业发展平台。

“我们推行‘双师导带’制度，为学徒工

配备现场导师和总部导师。现场导师主要

负责技术、技能培训，总部导师为学徒工制

订职业规划，并定期了解他们的学习成长情

况，确定‘引、育、用、测、留’方案。”中能建建

筑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说。

从事焊接专业 30 余年的王洪兵，是全

国首批首席技师，也是企业的现场导师。集

团特地将 6 名学徒工送到他身边学习。王

洪兵把生产现场当作课堂，向他们传授焊接

绝活。

“按照企业生产标准培养的技能人才，

上手更快，更贴合岗位需求。”在王洪兵看

来，学徒工技能等级的出现，将进一步深化

校企合作，有利于真正培养出被企业认可，

同时留得住、干得好的技能人才。

为“匠星”搭建新舞台

与陆忠良、王怀祥等首席技师一样感到

兴奋的，还有企业。

中能建建筑集团从事的电力建设行业，

对设备安装的技能要求非常高，属于技术密

集型行业，多工种配合、高精度作业是其最

大特点。因此，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也

更加强烈。

“高技能人才‘扎堆’是企业在电力高精

尖领域搏杀的核心竞争力。”陈鹏说，这也是

企业迫不及待地推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落地的原因。

截至目前，公司拥有技能人才 1071 人，

其中，首席技师 4 人、特级技师 9 人、高级技

师 191 人、技师 404 人、高级工 332 人，高技

能人才占比近 90%。

随着技能舞台越来越广阔，对登上舞台

的“匠星”要求也越来越高。

中能建建筑集团的技能等级评聘极为

严苛。每一次技能晋级，都要从技能人才的

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

等方面综合考量，做到既重视专业知识与技

能水平，又注重考察工作实绩与贡献。

前不久获评特级技师的吴吉明对此深

有体会：“前前后后经过了几轮考察，最后多

亏有科研成果和 QC 成果加持，我才得以顺

利评级。”

对于新晋级的首席技师和特级技师，企

业已经有了新安排。

集团要围绕这些拔尖技能人才，打造一

批创新工作室，吸纳一批技术、技能人员，专

注精尖技术的研究创新，让这些工作室不仅

成为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孵化器”，也成为企

业创新创效的“加速器”。

陆忠良们仿佛看到了未来当工人的新图

景：参与创新的层次和水平不断跃升，更多高

技能人才从生产一线走向创新之巅……

上上 了了新新
工人疗休养工人疗休养院院

青海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印

发《关于 2022年提高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标准的通知》，决定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调整全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此次调整将惠及青海 48 万

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青海此次调整标准为：年满 60周岁至 64周岁的领取待遇

人员，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180 元提高至 185 元；年满

65周岁至 69周岁的领取待遇人员，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

月 185元提高至 190元；年满 70周岁及以上领取待遇人员，基

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190元提高至 195元。

近年来，青海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

民的老年基本生活，切实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目

前，青海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已做好调整补发准备工作，将尽快

把增加的基础养老金发放到位。

沈阳向引进高技能人才发补贴
本报讯（记者刘旭）日前，记者从辽宁省沈阳市人社局了

解到，引进高技能人才生活补贴线上申领系统正式上线,线上

操作系统可以做到全程不见面办理，资金直达个人账户。通

过高技能人才本人线上申报，属地人社部门线上审批、公示

后，财政资金直接逐月发放到高技能人才个人银行账户。

“为引进和培养优秀高技能人才，沈阳对已获得高技能人

才认证的人员，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针对不同等级的高技

能人才，补贴和奖励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沈阳市人社局职业

能力建设处负责人介绍说，申报人为 2021 年 8 月 1 日以来新

引进高级工（国家三级）、技师（国家二级）、高级技师（国家一

级）的，分别按每月 600 元、800 元、1000 元的标准申领生活补

贴，最长可申领 36个月。

此外，《沈阳市全职新引进高技能人才购房补贴实施办

法》规定，针对沈阳各类企业全职新引进的非沈阳市户籍、年

龄 55 周岁以下的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

得者在沈阳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分别一次性给予 10 万

元、30万元、50万元的购房补贴。

人社部关停14个“山寨证书”查询网站
职业证书真伪应通过官方渠道查验

本报讯（记者王维砚）近日，记者从人社部获悉，根据网

络巡查和群众举报情况，人社部联合有关部门查实并关停了

14 个仿冒网站，其网站名称、网址及页面内容与人社部技能

类“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下简称技能类评

价证书）查询官方网站高度相似，容易误导社会公众。目前，

14个网站均已被关停。

今年 4 月，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

类“山寨证书”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

书”进行网络治理。治理范围和内容包括：违规使用有关字样

和标识，虚假或夸大宣传，故意混淆概念、渲染求职焦虑、误导

社会进行炒作等情况。

人社部表示，将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山寨证书”

的打击力度，对发现的仿冒网站等线索，查实一个关停一

个，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前，人社部已关停两家

打着“职业资格”幌子发放“山寨证书”谋取不法利益的“山

寨网站”。

据介绍，人社部认可的技能类评价证书可通过技能人才

评价工作网（www.osta.org.cn 和 osta.mohrss.gov.cn）查询。人

社部提醒社会公众，自觉抵制各种“山寨证书”，共同维护正常

的社会秩序。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招
录 2022届高校毕业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8月 31 日，
全国国有企业年度招录高校毕业生超过 76 万人，同比增长
23.4%。其中，中央企业招录高校毕业生人数同比增长
23.9%。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黑龙江力促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 通讯员刘婧斯 刘浩）为积极应对疫

情影响，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黑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与相关部门加强对接、通力协作，不断提

高就业服务质量，为稳定岗位、促进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供需对接，搭建就业服务平台。联合省人社厅、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举办“全省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春季网上专

场招聘周”活动，省、市、县三级联动，参加企业 3571 家，提供

就业岗位 3.3万个，2761人签订就业协议；联合省教育厅举办

全省首届高职扩招退役军人毕业生网络招聘周活动，128 家

企业提供近 6000个优质岗位，专门招聘高职扩招毕业生。

拓宽就业渠道，加大就业扶持。持续推进“权威推荐+
自主选择”模式，与融通农业公司等 401 家企业对接合作，提

供近 1万余个岗位，扶持 4850名退役军人就业；全省拿出 412
个公务员招录计划定向招录退役士兵，公安辅警人员定向招

聘 543 名退役士兵；鹤岗市出台招录招聘退役军人优先政

策，提出 11 条行业定向招录招聘退役士兵的具体措施，并在

全省推广。

加大典型宣传，鼓励引导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开展退役

军人创业创新展陈活动，推荐 15 家企业的 17 个项目参加全

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展陈交流活动；开展“龙江退役军人创

业先锋”宣传活动，选树 8批、40名退役军人创业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