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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蒙春梅

在富士康广东深圳园区生产车间，面对

眼前的大型设备，朱海涛熟练地拨动开关、扭

动按钮，专注的目光中，透露出自信。

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言败的韧劲，朱海涛

从流水线作业员蜕变为技术大拿。如今，身为

富士康深圳园区 D事业群 AP5机加厂支援课

设备组组长的他，被认定为龙华区骨干技能人

才，同时获得“龙华区十大工匠”最佳人气工匠

荣誉称号，还被评为“深圳市技能菁英”。

85 后朱海涛出生于河南周口的一户农

家。2006 年，为了早日帮家里减轻负担，中

专毕业的朱海涛进入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工

作。因干活利索，他在装配车间流水线呆了

不到 10 个月，便调到生技课做生技员，两年

内就晋升两级。随着企业战略调整，已经是

生技代组长的朱海涛又加入 D事业群 AP5机

加厂，成为一名普通技术员。

在生技这一行干了六七年的老将，来到

机加厂后却成了部门的“菜鸟”。“设备组技术

员需要和工业机器人打交道，而我对编程设

计一窍不通。”朱海涛直言。为此，他向经验

丰富的老师傅请教，像小学生一样从零开始

学习，熟悉每一个指令。

2015 年 4 月，朱海涛第一次进行机器人

上下料编程设计实战，就发生了机器人撞机

事件。在师傅们的多次指导下，才解决好机

器人上下料异常问题。此后，朱海涛啃起了

各类自动化设备的指令手册，并保存到手机

上，下班回到宿舍继续下工夫研究。一有机

会，就在设备上进行编程实操练习，千方百计

学习、借鉴同事们的优秀编程案例。

2016 年 10 月，厂里接到一笔新机种订

单，其中，粘贴小泡棉的生产工序需要由机器

人代替人工作业。朱海涛全身心地投入这一

专案。他反复定位并编写程式、验证调试，经

常泡在车间不肯走。一个月后，这道工序成

功导入自动化，生产效率由手动每人每小时

225PCS 提升为自动每人每小时 480PCS，良

率则由 98.2%提高至 99.8%。

为了提高产能，厂里从兄弟单位接收了

5 套雅马哈四轴工业机器人，并把调试重任

交给了朱海涛。他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设备说

明书、琢磨各种指令，又上网找到厂商电话，

多次咨询工程师技术方面的问题。经过反复

摸索、试验，半个月时间，朱海涛前后修改了

十多版程式，终于让机器人正常运行起来。

技术过硬的朱海涛成为机加厂的“门面

担当”，也被不少人称为“朱大拿”。

2018年，厂长张浩收到深圳技能大赛赛事

信息时，立即组建起包括朱海涛在内的双人小

组，报名参加机床上下料项目的团体赛。

“全力以赴拼一把，一切皆有可能。”抱着

这一信念，首次参加技能大赛的朱海涛全力

以赴。在参加脱产培训时，现场只有两套设

备，选手却有20多人。为争取更多机会熟悉比

赛设备，他和队员利用中午的一个半小时，别

人午休，他们则轮班吃饭、实操。晚上回到公

司后，还会复盘当天的收获与不足，商讨对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海涛和吴传鸽一举

拿下团体赛一等奖，同时获得“深圳市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工作之余，朱海涛还和各种证

书“杠”上了。 除了考取大专、本科学历证书

外，他还拿下了电工操作证、电工中级证、工

业机器人操作工中级及高级证、自动化安装

调试工、深圳市专项职业能力工业互联网设

备接入安装调试工等技能资格证。

“技多不压身，我业余时间都花在学习

上了。”朱海涛认为，有志者自会笃行不怠，

未来他将继续和自动化技术“杠”下去。

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深圳市技能菁英”

他要和技术一直“杠”下去

修鞋摊不用再搬家，小吃摊可以规范外摆……

摊位有序回归 城市烟火重燃
阅 读 提 示

随着相关部门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很多“小修小补”摊位有序回归。

同时，多个城市明确有序设摊、允许商业外摆。有序放开后，人们也期待城市烟火气的回归。

湖南“雨露计划”促就业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雨露计划’给我的人

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期间基本没有花过家里

的钱。”来自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长沙电力职院 2018
级学生林峰宇，毕业后就职于当地的供电所。高考前，

林峰宇的母亲不幸患病去世，“雨露计划”教育+就业等

政策帮助他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湖南省“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

暨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培训班获悉，今年，湖南全省“雨露计

划”毕业生预计达到 5万余人。此外，通过定向输送、全覆

盖稳岗和重点跟踪等帮扶措施助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增

收，今年将确保脱贫人口务工规模不低于232.5万人。

据悉，“雨露计划”是湖南省率先全国，为贫困家庭

量身打造的教育培训+就业增收的专项扶持政策，于

2004年开始全面实施。脱贫攻坚期间，“雨露计划”带动

湖南 134 万余名贫困人口脱贫。去年开始，湖南省乡村

振兴局、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手打造“雨露计划”升级

版，在全省范围联合实施“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将

帮扶对象由脱贫家庭扩展到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将支

持范围由职业教育环节延伸到就业帮扶环节。

据统计，去年全省累计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5.58 亿元，惠及脱贫家庭子女 37.12 万人次。截至去年

底，全省“雨露计划”补助学生 203.45 万人次，补助金额

31.33亿元。

当前，湖南正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健全校企合作机

制，通过“订单式”“定向式”培养，线上线下专场招聘等

方式，畅通供需渠道，推动“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就业

增收；同时动员省内发达地区开展常态化定向招聘，重

点招录帮扶地区“雨露计划”毕业生，通过落实“清单式

服务”和一次性交通补助等政策，做到个性化帮扶。

此外，各级乡村振兴部门围绕市场劳务需求，立足地

方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培训课程设置，配强师资力量，对

脱贫群众落实针对性技能培训，及时跟进落实帮扶举措，

推动实现由“靠苦力挣工钱”向“凭技能拿工资”转变。

重庆开展驾驶员技能大比拼
本报讯（记者李国）近日，重庆市道路运输行业新就业

形态驾驶员劳动技能竞赛开赛，来自全市 35个区县 72家

企业的 40多名网约车驾驶员和 50多名货车驾驶员，展开

了一场比安全、比文明、比操作的驾驶技能大比拼。

记者在现场看到，竞赛内容既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又

包括实际操作比赛。网约车驾驶员通过平稳驾驶、曲线倒

车、目的地停车、更换轮胎等项目一较高下，货车驾驶员则

在蛇形绕桩、移库停车、停靠货台、摘挂装挂项目中风采尽

展。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参赛选手全面展示了道路运输

从业人员事争一流、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比出了成绩，交

流了技艺，赛出了风格。

据介绍，目前，重庆市共有网约车平台公司 74家、登

记车辆 11万台、注册驾驶员 22.7万人，有营运货车司机近

30万人。在网约车和道路货运行业，重庆已建立网约车

平台企业基层工会组织 47个、货运企业基层工会组织 251
个，2.6万名新就业形态驾驶员成为工会会员。

重庆市总工会相关领导表示，本次竞赛是重庆首次

将货车、网约车从业人员劳动和技能竞赛纳入全市引领

性重点竞赛范畴。货车、网约车从业人员是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总工会持续加大建会入会工

作力度，在全行业掀起比技能、学先进的热潮，锤炼技术

过硬、驾驶安全、服务优良的高素质新业态驾驶员队伍，

强化货车、网约车驾驶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切实加强司机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增强其职业归属感

和认同感。

本报记者 安彦璟

本报实习生 钟力津

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将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

动，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

回归百姓生活。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深

圳、兰州等多个城市也明确有序设摊、允许

商业外摆。

随着经济和城市规划的发展，很多“小修

小补”和商业外摆渐渐淡出人们视野。有序

放开后，摊主能用较低的成本为周边人带去

便利，人们也期待城市烟火气的回归。

“身边有这么一个摊特别方便”

“您好，帮我扎一个眼儿。”6 月 29 日下

午，一位顾客来到冯登新的摊位前，想要给自

己单肩包的肩带多扎一个孔，好调节长度。

冯登新起身，熟练地拿出打孔冲子等工具，两

分钟不到就快速扎好，顾客通过扫码支付了

1元，看到记者采访，笑着跟记者说：“冯师傅

什么都灵通，身边有这么一个摊特别方便。”

自 1993 年从老家河南新乡来到北京摆

摊修鞋，冯登新在酒仙桥、立水桥、平安里、新

街口等很多地方支过摊，因为道路规划、城市

市容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固定摊位，总是

拿着工具箱来回跑动。

后来在朋友推荐下，他在人定湖公园东

门附近找到摊位安定下来。修鞋、修车、配钥

匙、开锁、磨刀、修小家电……冯登新在摊位

后面用一块白板写了 11 项目前所能提供的

服务，还留了电话，以便上门服务。

6 月 25 日晚上 7 时，北京市通州区东郎

文创园夜市人头攒动，小吃、鲜花、饰品、手

工、套圈等各种类型的摊位集中在一起，十

分热闹。“晚上天气凉快了些，就和朋友一

起来夜市逛逛，淘点东西。”一名消费者对

记者说。

北京的夏天生机满满，“立水桥夜市”“快

闪夜市”“日落集市”“盛华屯夜市”等具有特

色的集市遍布北京各个区，大部分都在周边

的地铁口附近，吸引众多市民到场打卡。

“最初摊位是免费的，最近刚开始收费，

每周五、六、日开放。”东郎文创园内一位摊主

向记者介绍，手里有很多闲置手办，听说这里

很热闹，简单置办了桌子、桌垫、台灯就来摆

摊了，刚来两天就卖了 700元。

留住老手艺

“我爸就是做这个的，我和哥哥从小就跟

着他学，16 岁时就一起出来摆摊修鞋贴补家

用了。”在来北京之前，冯登新已经在老家河

南新乡摆了 3 年的修鞋摊。在朋友劝说下，

冯登新来到人流量更大的北京寻找生意。

“现在的鞋质量好，很少穿坏，坏了再买

双新的也不贵。”冯登新告诉记者，现在修鞋

的人少了很多，这些年他主要靠配钥匙、修

车、开锁等业务维持收入。

从冯登新的摊位往西北方向走 2 公里，

郭书选的修理摊也已开了 18 年。起初来北

京只是租用了鼓楼附近的一个报刊亭，售卖

报纸、杂志，提供公共电话、缴电话费服务。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更加多元化，郭书选报刊亭的生意逐渐冷清。

为了能在北京生存下去，郭书选捡起了

年轻时在工厂里跟老师傅学过的一些修车、

配钥匙的手艺。后来在北京还学会了修鞋，

“只要用心学就不难学会，很多东西需要自己

多琢磨”，郭书选说：“虽然说这是个冷门手

艺，但年纪大了也干不了别的，能保证基本的

生活开支。”

“ 您 好 ，您 看 下 这 个 鞋 底 还 能 修 吗？”

给 上 一 位 顾 客 配 完 钥 匙 刚 坐 下 ，又 有 一

位女士来咨询修鞋，仔细查看过之后，冯

登 新 说 还 能 修 ，需 要 80 元 。 顾 客 表 示 特

别 喜 欢 这 双 鞋 ，听 说 这 里 有 摊 位 想 着 先

修修看。

“经常有比较远的顾客找过来，有时候还

得推着坏了的车一路过来。”冯登新和郭书选

都遇到过因为附近找不到修补摊从比较远的

地方一路打听找过来的顾客。听说新政策

后，郭书选也希望能够合理有序安排摊位，真

正方便居民生活。冯登新则希望还能留在老

地方，毕竟这里已经积攒了很多客源。

吸引更多年轻人创业

西红柿切片、洋葱切丝、和肉馅、打肉

球……傍晚出摊前，胡悦和朋友要在家里

花 4 个小时提前处理配菜。

汉堡坯抹黄油煎烤、牛肉球压成饼、盖上一

片芝士、加一点自己炒的焦糖洋葱、融化芝士，

朋友负责煎烤的部分完成后，胡悦在旁边放入

提前准备好的几种配菜负责组装。摆摊快两个

月，胡悦和朋友的配合已经十分默契了。

“今天有一个住得比较远的顾客来回购

了 6 个汉堡，说要送给朋友，能被认可，特别

开心。”6 月 28 日晚上 11 点半，刚和朋友收摊

回到家的胡悦跟记者分享了这个喜悦。回家

后，他们抓紧清洗好电扒炉和各类容器、整理

食材，算好当天的账后已经后半夜了。

去年年末，胡悦和朋友从公司离职，后来

通过朋友了解到北京很多城区都陆续推出了

集市摊位，市场态度很开放，本就有一个餐饮

梦的胡悦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试一试。

走访调研后，胡悦在立水桥附近的菜市

场里租了一个摊位售卖牛肉汉堡。“现在很多

城市有序放开摆摊，对我们来说还挺友好

的。可选择的摊位变多了，也不用担心交罚

款、没收工具了。”胡悦对记者说。在试营业

几天后，胡悦觉得客流量还可以，就和朋友以

每个月3000元的摊位费租了下来，电费另算。

固定摊位在人群辐射上有一些局限，胡

悦还利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展示制作过

程、食材处理等画面，也收获了不少较远距离

的新顾客。夏天到了，她表示和朋友会继续

开发新品，努力提高单量。

黑龙江举办养路工人节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 实习生汪媛）6月 16日，在黑龙

江省第 30届养路工人节暨第 13个公路宣传日来临之际，

黑龙江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和省交通工会联合举办了庆

祝第 30届养路工人节活动暨“当好主人翁、振兴立新功”

养护技能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推动全省普通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本次竞赛共分 3 个项目，分别是穿螺母、挂

轮胎、水中捞月。全省各地市共有 830 人参加自行组织

的初赛，最终有 17支参赛队、51名队员进入总决赛。

此次活动展示了全省养路工人“爱公路，保畅通，奉

献在岗位，满意在社会”的公路创业精神，有力促进了黑

龙江省公路养护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推动黑龙江省公

路养护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交通强国，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龙江贡献了龙江公路力量。

据悉，1994 年黑龙江省首次将 6 月 19 日确立为养路

工人节（谐音“路要久”），到 2010年 12月 17日，黑龙江省

养路工人节以立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至今已走过 30个

年头。30 年来，黑龙江省一代代公路人发扬艰苦奋斗、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铺路石”精神，涌现了以全国劳动

模范金宝林为代表的一批劳模先进人物，用平凡坚守保

障龙江交通。

6月 27日，在位于金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甘肃金宏翔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人在
18650电池生产线上作业。

近年来，甘肃省金昌市培育壮大新能
源和新能源电池千亿级产业集群，特别是
把新能源电池产业放在突出位置强力推
进，做大做强。

截至目前，总投资 300多亿元的 30多
个新能源电池及电池材料项目陆续建成投
入生产。项目全部建成后，新能源电池所
需的30余种原、辅材料本地供给率将达到
80%以上，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不断完善，新
能源电池产业快速发展。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新能源电池
产业生产忙

技能比武展风采
6月27日，技术工人展示钻A4纸绝活。
当日，贵州省第一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贵阳举

行。据了解，本届大赛设置15个竞赛项目，并分设多个分赛
区。贵阳决赛现场将进行钳工、焊工、数控铣工、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员、砌筑工、导游服务技能6个赛项的集中比赛。

新华社记者 骆飞 摄

“丙安学校到古镇这段路太窄了，坑坑

洼洼的，碰到下雨天很湿滑，影响过往行人

安全，麻烦政府部门处理一下。”接到贵州

省赤水市丙安镇居民蒋佑华反映，当地立

即组织村建中心、农服中心、财政所等部门

前往实地查看，并向上争取 79万元资金，对

该路段进行扩建、硬化和亮化。

今年以来，赤水市创新“四题治理”

（基层群众出题、单位部门领题、党员干部

答题、组织定期结题）工作机制，推动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找问题、分解任务抓落实、

办好实事评优进，不断提升服务群众、服

务社会、服务发展能力，答好群众交办的

每道考题。

赤水市丙安镇狠抓“四题治理”机制落

实，细化群众出题、干部答题、组织评分三个步

骤，运用“群众讲问题、干部访民情、镇村建台

账”基层治理模式，组建镇级协调联动工作组、

设置信访接访室、投放村级民意信箱、开通民

情反映专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年

以来，收集群众反馈问题 30个，正在答题 9个、

结题 21个。

“我们紧紧抓牢‘四题治理’新机制，压

紧压实工作责任，围绕群众高不高兴、满不

满意、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组织党员干部

到基层一线走访调研、查摆问题、解难释疑，

用真心、诚心、细心为民服务解难题，保障群

众对我们的满意度 100%。”丙安镇党委书记

杜小玲说。

（邹进 任清建）

贵州赤水“四题治理”为民服务解难题
“有事就找黄伯工作室”这是海南省陵水

县椰林镇信访群众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黄伯

工作室”起源于陵水县椰林镇信访办从事信

访工作 13年的信访工作人员黄庆新，由于一

直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为群众解决问题，赢

得群众一致的赞誉，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黄

伯。为进一步做好当地信访工作，探索新时

期信访工作的有效机制，全面推进全县信访

工作高质量发展，“黄伯工作室”应运而生。

“黄伯工作室”设立在椰林镇便民服务

中心大厅里，相当于整个“大信访室”的中部

枢纽，主要负责接待来访群众，做好来访登

记。根据来访事项情况，与便民服务中心相

关窗口对接，能当场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

当场解决的后续进行现场调查、跟踪处理，

确保及时高效地解决信访问题。信访事

项材料总结归档，以月报形式向县信访局

和镇领导汇报工作情况。减少群众跑腿

次数，使问题在椰林镇内得到解决，提升

群众满意度。

针对不断出现的农村新情况、新特点，

“黄伯工作室”通过多途径主动了解掌握全

镇信访有关情况，及时掌握群众反映强烈

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积极推

动信访工作局面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工作

方式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转变。

2020 年以来，“黄伯工作室”信访主

持调解累计 214 件，现场口头调解成功

164 件，实地调解成功 49 件，累计调解成

功率达 95%。 （王润珠）

海南陵水探索信访工作机制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