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产改””””””””””””””””””””””””””””””””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进行时

●本报中继线：(010)84111561 ●发行专线：(010)84133920 84151318 84151193 ●广告专线：(010)84151388 84151122 84151262 ●总编室：(010)84133797 ●举报电话：（010）841347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02 代号 1-5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 工人日报社出版

中工网 http://www.workercn.cn

2023年1月6日 星期五

WORKERS’DAILY

壬寅年十二月十五 第21332期 今日八版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张雨

“对客人来说，房间只有干净和不

干净，没有中间项，查房必须严格。”1
月 5 日 8 时，首钢工舍酒店客房中，一

双专注的眼睛正仔细在灯光下检查水

杯的清洁度。

检查水杯的是郭普旭，作为首钢

工舍酒店宾客服务总监，他正在进行

酒店查房。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

有不断追求、不断学习，自身求变、

自我革新，才能行得远、走得稳，不

努力就会被淘汰。”从以前的“钢铁

职工”到现在的服务总监，51 岁的郭

普旭是首钢搬迁调整、转型发展以

来成千上万转型转岗职工中的普通

一员。

近年来，随着园区重大会议和活动

增多，各种服务设施投运，曾经的“钢铁

职工”纷纷向场馆运营和酒店管理、服

务方向转型。其中，在首钢园区内三大

高端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秀池酒店

和工舍酒店工作的首钢转型职工有 41

人，分别来自园区管理部、动力厂和园

服公司。

“在转型的赛道上，唯一的
对手是自己”

1 月 5 日 8 时 30 分，本报记者在首

钢工舍酒店看到一个手抱一摞文件、穿

梭在酒店行政楼 3 楼走廊里的匆忙

身影。

她是袁雪杰，是酒店总账，抱着的

是财务报表。

和郭普旭一样，袁雪杰也是第一

批走出园服公司的转岗职工，她从出

纳干起，晋升为总账。

袁雪杰 1997 年毕业来到首钢二

炼钢，在班组实习后被认定为钳工，陆

陆续续在多个岗位工作过。2013 年

园服公司成立，袁雪杰从维检中心转

岗到园服公司。

“ 园 服 公 司 成 立 了 首 钢 服 务

社 ，我 到 服 务 社 学 习 收 银 ，慢 慢 学

习积累，从收银员到收银组组长。”

她回忆道。

（下转第 3版）

首钢从“山”到“海”、从“火”到“冰”涅槃重生，许多职工走向新岗位——

转 岗 人 生 亦 精 彩
律回春渐，新元肇启。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工人日报》记者分赴全国

各地，深入基层一线，记录基层故事，感受时代脉动，为劳动者放歌，为奋斗者鼓

劲，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新时代新征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创造新伟业的火热实

践，展现他们昂扬的精神风貌，展示神州大地的奋进气息。自今日起，本报开设

“新春走基层”栏目，敬请垂注。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近日，中

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认

真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组织编辑记

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报道，不断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全面反映各

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示广大人民群众欢

乐祥和过春节的喜人景象，齐心协力营

造喜庆安康、昂扬向上的节日氛围。

通知要求，宣传各地区各部门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新举措新进展新

成效，跟踪报道党的二十大基层党代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鲜活反

映基层群众自身工作生活的点滴变化和

切身感受，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基层落地生根，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团结

奋进力量。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客观准确报道各地努力克服疫情影

响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全面反映

各地区各部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举

措成效，充分挖掘过去一年中各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亮点、重点行业企业应变克

难的生动案例，宣传好我国创新引领持

续加强、新产业新产品增势较好、新业态

较为活跃等多方面积极因素，教育引

导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统一认识、迎难

而上，坚定经济回稳向上的信心决

心。全面反映各地区各部门优化调整

疫情防控举措，积极解决春节期间群

众就医用药、特殊人群保障等涉疫热

点难点问题，采访节日期间各领域坚

守疫情防控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特

别是医疗卫生、物流快递行业人员的

动人故事，生动展示各地群众积极理

性应对病毒感染、社区邻里之间互助

友爱、企业复工复产、城市恢复烟火气

的真实场景，不断鼓舞群众战胜疫情

的信心。（下转第 3版）

中宣部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认真开展2023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伟 通讯员唐瑭 周

永祥）组织涉农单位开展职工培训，贴息

贷款助力农民工创业，城乡工会结对共

建 30家，选树“农民工之星”，成立劳模先

进助力脱贫志愿服务队……这是江苏省

阜宁县总工会 2022年年初确定的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点举措，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这些目标正逐步由数据变成现实。

阜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

会主席计俊说，在助力乡村振兴实践

中，县总工会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自身的社会功能与职责，以大抓涉农工

会组织建设为主线，跟进开展系列服务

工作，脚向乡村迈、劲向乡村使、技向乡

村送、资向乡村倾，以工会人的“服务指

数”提升乡村的“振兴指数”，催升群众

的“幸福指数”。

组建涉农工会，是阜宁县总工会首

抓的基础工作。把握新农村建设和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机遇，在涉农经济组织、合

作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成立

基层工会组织，在第二、三产业相对发

达，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乡镇、村居成立区

域（行业）工会和联合工会。目前，全县

已有 66 个涉农单位及村居建立了工会

组织，发展农民工会员 12506人。

充分发挥劳模优势，推动企业和村

居结对联建，开展“三联三促”活动。县

总机关人员建立“每周一进”制度，深入

一线引导和发动 16 名劳模企业家与经

济薄弱村“一对一”“点对点”结对联扶，

动员和鼓励 22 名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劳

模工匠与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结对帮

扶活动。目前，全县各级劳模共投入助

农资金 1200 多万元，扶持项目 21 个，解

决村民就业 1300余人。

阜宁工会还组织引导涉农劳模成立

劳模先进助力脱贫志愿服务队、开展特

色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和技术交

流、推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组织+
农户”经营形式，培育出沟墩洋成家庭农

场、新沟金丰源蔬菜育苗专业合作社、板

湖蓝湖螃蟹市场等 10个“劳模助力乡村

振兴示范基地”。

实施劳动和技能竞赛进乡村、普惠

服务进乡村等“八大行动”，是阜宁工会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头戏。以贴息方式，

用好用活创业贷资金，帮助 80名农民工

创业就业；带头并引导鼓励基层工会使

用职工福利费购买本地农副产品 70 余

万元；每年资助不少于 100 名农民工接

受学历继续教育；联合相关部门对百名

农村致富能人进行“订单式”“定向式”培

训，着力将其打造成“农民工之星”；举办

风筒行业和胶带生产职工技能大赛，培

养造就更多创新创业“新农人”。

江苏阜宁县总脚向乡村迈、劲向乡村使、技向乡村送、资向乡村倾

以“服务指数”提升乡村“振兴指数”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

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

远吹冲锋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

要部署，发出新征程上坚决打赢反腐败

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动员令。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常抓不懈、紧抓不放，以系统

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推动反腐败斗争

取得新成效。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

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

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2 年 12 月 8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的这则消息，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短短一个

多月时间里，该网站已公开发布 7 名

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释放

出反腐败斗争一严到底、永不停歇的

强烈信号——

“打虎”无禁区。2022 年，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共发布 32 名中管干

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其中有的已

经退休，但仍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下转第 3版）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全面从严治党启新程之“反腐惩恶篇”

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朱欣）

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获悉，全总近

期对快递企业推进“会、站、家”一体化

建设下拨专项补贴，带动快递企业各

级工会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工作推

进步伐，推动快递企业“会、站、家”一

体化建设不断扩面提质，覆盖更多的

快递基层单位和快递职工，让广大快递

职工感受到工会组织“家”的温暖，切实

把快递职工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

下来。

全总将对快递职工集中度较高的

分拨中心等省（区）级单位开展专项补

贴，同时兼顾快递末端网（站）点等一线

基层单位的“会、站、家”一体化建设，补

贴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单位开展职工文

体活动、保障安全生产、改善职工生

产生活条件等。

近年来，全总以“会、站、家”一

体化建设为抓手，推进快递企业建

会入会和维权服务工作，已初步实

现工会组织从覆盖少数企业向覆盖

大多数企业的转变。横向看，顺丰、

中通、圆通、京东、德邦等头部快递

企业总部均已建立工会组织。纵向

看，工会组织已从企业总部向地方

分 公 司 及 其 网（站）点 延 伸 。 2022
年，中国邮政集团、顺丰、中通、圆通、

韵达、京东物流、极兔、德邦等头部快

递企业开展“会、站、家”一体化建设

700 余家，发展会员 8 万余人，配套资

金 1400 余万元。

全总下拨专项补贴推进快递
企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王娟）

“培训很实用，我很受启发。”近日，在山东

省寿光市蔬菜产业职工赋能中心培训的

李波高兴地说。从 2022年 7月中旬至今，

山东启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波已参加了寿光市蔬菜产业工会联合

会组织的三期不同内容的业务培训。

山东寿光是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

产业链从业人员众多。2022 年 7 月，寿

光市成立了寿光市蔬菜产业工会联合

会，涵盖 43 家会员单位，启迪农业公司

成为其中之一。

“成立蔬菜产业工会联合会是我们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一项重要

举措，联合会通过对职工教育培养和提

升深造，助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寿

光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效

启介绍，蔬菜产业工会联合会建有职工

之家和赋能中心，设置思政引领、技能实

训、工匠学院、创新创效、智慧创客“五大

赋能平台”，承担全市蔬菜产业职工技能

培训工作，打造了工会助力乡村振兴的

一线阵地和工作品牌。

目前，寿光市技能人才总量达 9.5万

人，各级劳模、工匠、技师逾千人。工匠学

院赋能平台通过建设劳模工匠创新工作

室联盟，开发课程体系，提供实用性更强

的专业培训。设立工匠大讲堂，每月聘请

全国各地劳模工匠、农艺专家，举办会议

培训、网络论坛、云端授课、工匠讲堂

等，年均赋能职工5000人次。

智慧创客赋能平台主要促进蔬菜

产业智慧化发展，开展线上实训、创客

路演、宣传推介等活动。设有蔬菜产

业全媒体创客工作室，联合市融媒体

中心、电商协会等单位，通过进行短视

频制作、文案制作、视频直播等线上教

学、实训、创客路演，以及蔬菜产品直

播带货营销等，挖掘培育一批“直播达

人”，孵化蔬菜产业职工在农业生产、

加工、物流、研发和服务领域创业。每

周进行直播培训，年均赋能职工 2000
人次。

据介绍，寿光市总工会成立的创

新创效赋能平台通过项目指导、技术

服务、创业洽谈、贸易合作等服务，为

广大职工搭建了成果转化平台。截

至目前，该市的技能实训赋能平台拥

有质量标准中心、蔬菜小镇、蔬菜示

范园、现代农场以及省内外实训基地

20 余处，为职工现场教学、技能培训

和比武竞赛提供平台，年均赋能职工

1万人次。

如今在寿光，经常可以看到由寿

光市总工会蔬菜产业赋能中心组织的

“劳模工匠宣讲团”技术服务队深入一

线进行宣讲和送技入企活动。2021
年以来，寿光市开展基本技能和岗位

技能、管理模式等赋能培训 77 场次

270 万人次，实现了产业工人技术技

能知识学习随时化、常态化。

山东寿光市总助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菜乡”产业工人素质提升有了新平台

寒冬时节，赤水河畔绿意盎然，百余
万亩翠竹迎风招展、生机勃发。竹农们
有的忙着采挖冬笋，有的忙着间伐竹子，
有的忙着种植竹荪……贵州省遵义市下
辖县级市赤水市呈现出繁忙景象。

进入赤水，便进入一片翠竹的“海
洋”，这里拥有连片竹林 132.8 万亩，竹
产业年综合产值达 73亿元，被誉为“西
南竹海”。近年来，从种竹卖笋到种竹造
纸，再到发展竹文化，翠竹产业链不断延
伸，逐步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发展了绿
色经济，带来了低碳生活，描绘出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

图为贵州省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景色。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西南竹海”的民生画卷

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刘静）

今天，国资委在京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

会议。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2 年，国

资央企统筹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经营，

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运行实现稳

中有进，中央企业全年预计实现营业收

入 39.4万亿元、利润总额 2.55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8.3%和 5.5%。

据了解，2022 年前 11 个月，中央企

业累计上缴税费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74.6 万

元/人，同比增长 9.2%；截至 11 月底，中

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64.9%，同比

下降 0.2个百分点。

良好业绩离不开改革红利的不断释

放。2022 年，国资央企决战决胜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确保高质量收官，实现了

“三个明显成效”预期目标。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 2023 年国资

央企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重点工作。突

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推进提

质增效稳增长。2023 年中央企业的

“一利五率”目标为“一增一稳四提

升”。其中，“一增”，就是确保利润总

额增速高于全国 GDP增速，力争取得

更好业绩，增大国资央企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的分量；“一稳”，就是资产负债

率总体保持稳定；“四提升”，就是净资

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

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 4 个指标进

一步提升。

要突出重点攻坚克难，乘势而上

组织开展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对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后的

下一步改革方向，会议指出，中央企业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以更大力度打造现代新国企。积极稳

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促

进国企民企协同发展，进一步发挥国

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中央企业2022年营收预计达39.4万亿元
将开展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