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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胡青松

“这两天天热，工会为我们准备了绿豆、

藿香正气水等解暑物品，十分贴心。感谢工

会！”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快递小哥何剑日

前表示，自去年加入工会后，来自工会的关爱

让他有了“家”的归属感。

何剑的感受正是眼下吉安市不少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心声的写照。近年来，吉安市总

工会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

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重

点，集中力量开展建会入会工作，着力将“最

活跃地带”打造成“最强服务阵地”，同时，创

新服务举措，持续关心关爱，让广大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有了温暖的“家”，凝聚起劳动者奋

进新时代的智慧力量。

走街入巷促建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吉安市总工会举行全

市零工经济就业群体集中入会仪式，吹响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服务工作集结号。全

市各级工会积极响应，迅速行动起来。

“面对新业态领域行业不断增加的新形

势，我们通过加强与组织、民政等部门沟通协

调，走街入巷开展宣传建会和指导入会工作，

不断织密新业态领域的工会组织网。”吉安市

永新县园区工会负责人说。截至目前，该县

3000 多名货车司机、快递员、家政员、网络主

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助推了新

业态领域零工经济规范发展。

吉安遂川县总工会领导班子牵头，深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开展调研及服务活动，

今年以来，共征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反映的

困难和问题 8 个，目前已解决 7 个。此外，县

总工会采取面对面宣传、发送微信、张贴宣传

单等方式，通过工会组织和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双向奔赴”机制，2022 年推动全县建立

新业态工会组织 17个，吸收 2697名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加入工会。

劳动竞赛强素质

在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引进“家”的基础

上，吉安市各级工会还在该群体中实施劳动

技能素质提升行动，让他们在就业的同时实

现自身价值。

永新县总工会近年相继举办零售超市行

业劳动竞赛、网络主播职业技能大赛、直播销

售员职业技能大赛，通过以赛促训，提升从业

人员职业技能素质。遂川县总工会联合县委

“两新”工委、县人社局举办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网约车司机）职业技能竞赛，推动网约车

行业从业人员服务意识和技术水平大提升；

围绕狗牯脑茶主导产业，对电商网络主播进

行茶叶专业知识、茶艺表演和播音技巧等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开展技能竞赛，广

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欢迎。

贴心服务暖人心

“娘家人”的关爱，不仅体现在技能素质

提升上，还体现在更多的实在举措上。

2021 年，通过工会协调，永新县投资 8 万

元，将城区 9 个闲置的核酸采样亭、社区闲置

房间改造为“爱心驿站”，让户外劳动者就近

享受“热可纳凉、冷可取暖、累可歇脚、渴可饮

水、急可如厕、伤可用药、雨可用伞、学有书

屋”等暖心服务。提及此事，永新县环卫工人

岩全玉竖起大拇指：“工会办了一件大实事！”

与此同时，吉安市各级工会紧贴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需求，利用“三师一室”维权平台

和“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公益活动载体，开展

法律援助、法律知识宣传、劳动关系协调、高

温防暑讲座等线上线下服务 1100 多场次，让

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吉安市总工会将资源下沉，通过

金秋助学、医疗救助、送清凉、免费体检、暑期

托管、赠送意外保障等关爱活动，让 5000 余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受到“娘家人”的贴心

服务。

“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三年

行动’为抓手，吉安市各级工会将做到行动

更加有力，服务水平更加提升，思想引领更

见实效，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筑起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温暖的‘家’。”吉安市总工会

负责人说。

吉安市总从素质提升、生活关爱等入手，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实更优服务——

暖心服务凝聚“新”力量 本报讯 （记者黄仕强）日前，由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重庆市总工会、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全国医药行业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经验交流活动在开州区举行。活

动对全国医药行业推进“产改”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总结交流，

对全国医药行业进一步深化“产改”做出部署。

据介绍，6年来，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通过为产业工人

打造“科技家园”“文化家园”“健康家园”平台、系统制定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班组行动五年计划、选树“产改”示范单位、

广泛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等举措，持续推动医药行业“产

改”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医药工会

要在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持续

发力，充分调动广大医药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帮助企业建立

健全推进“产改”的制度机制。

交流活动中，全国各医药行业工会、企业负责人围绕医药

行业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等

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发言。同时，江苏联环药业、东阿阿胶产

业园、江苏康缘药业的职工代表分享了各自投身“产改”、受益

“产改”的心路历程和成长经历。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10 家省、市医

药产业工会，37 个全国医药重点企业工会及职工代表在活

动现场交流。其他全国各级医药工会和广大职工在线上参

加交流。

全国医药行业推进“产改”经验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玺 通讯员周晓丽）7 月

11 日，天津市河西区总工会开始开展夏送凉

爽活动，统筹各方资源，联合多家单位，在商

圈、广场、菜市场等户外劳动者相对集中的

地方设立 4 个“清凉茶摊”，免费为户外劳动

者发放绿豆汤、酸梅饮、矿泉水等防暑降温

饮品，并提供限量免费的风油精、香皂、工会

手提袋等关爱物品，扎实做好夏季职工生活

保障。

据介绍，河西区总工会还抓紧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津工驿站”建设，尤其是区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站，按照有空调、冰箱、

淋浴室等建设标准，以及热可纳凉、渴可喝

水、汗可洗浴等要求，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

服务。在该区，有些站点不仅配备了饮用矿

泉水等清凉饮品，还组织志愿者包饺子、提供

方便面等快餐食品，努力服务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

此外，在河西区总工会指导下，结合“户

外劳动者关爱月”活动，河西区友谊路街纯正

里社区、桃园街罗兰花园社区、尖山街解放南

路商圈等全区 150 余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免

费提供酸梅饮、凉茶等清凉饮品，为更多户外

劳动者提供歇脚、补水的纳凉服务。

河西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表示，

爱心“清凉茶摊”活动将持续开展至 7 月底，

努力为高温天气下奋战一线的广大劳动者撑

起一片“绿荫”。

天津河西区总工会开展夏送凉爽活动

“清凉茶摊”为户外
劳动者撑起“绿荫”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夏丽

萍）记者日前获悉，山东省威海市总工会结合

全市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参

与建设的农民工人数较多的实际，推广“项目

工会”建设，解决建设项目农民工入会难题，

最大限度把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目

前，已成立“中铁十一局恒山棚户区改造 F 地

块”“新兴冷链仓储中心”等 7 个“项目工会”，

吸收农民工会员 8869名。

在建会工作中，威海市总工会首先摸清

“家底”，打牢建会基础。通过与威海市发改

委、市住建局等部门沟通联系，市、区、镇街工

会三级实地摸排，结合山东工会网上工作平

台实名制管理，梳理出 17个重点建设项目，明

确建会目标。统一制定《农民工入会登记

表》，通过三级工会下发到各工程项目部。

为提高农民工对工会的知晓度和认同

感，威海市总工会切实抓好宣传引导，营造浓

厚的入会氛围。线上依托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高铁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循环播放“指尖入会”宣传视频；线下组织各

级工会干部到项目现场，通过发放宣传海报，

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方式，向广大农民工普及

加入工会的好处，帮助他们实现从“要我入

会”到“我要入会”的转变。

此外，威海市总工会对“项目工会”实行

动态管理，只要项目开工建设就着手成立工

会，建设项目完工，“项目工会”就撤消。“项

目工会”成立后，根据农民工需求组织开展

思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安全生产、文体活

动等，并对困难农民工进行重点帮扶救助，

切实把农民工入会、维权、服务等工作做到

实处。

威海市总工会解决建设项目农民工入会难题

“项目工会”吸收8869名农民工入会

本报讯 （记者朱欣）记者日前获悉，湖北省黄石市总工

会计划在 3 年内推动实现适龄女职工宫颈癌筛查应筛尽筛。

目前，黄石市已有 4万余名适龄女职工完成筛查，其中新就业

形态女性劳动者、困难女职工 3600余人。

自 2022年 8月起，黄石市总工会与市妇联、市卫健委联动

组成工作专班，各县（市）区成立领导小组，各职能部门通力开

展宫颈癌筛查工作。建立“4+2+6”模式，即全面掌握在职在

岗女职工人数、35～60 岁女职工人数、已开展和未开展宫颈

癌筛查的单位数 4个底数，明确未开展宫颈癌筛查的单位、适

龄女职工较集中的单位两个重点，确定 35～60岁女职工为免

费筛查对象、第一阶段 10 家初筛机构、检测定点机构、4 个初

筛项目、每人 46 元筛查费用标准、4 个规定流程等 6 项内容，

力求做到要求明晰、任务精准。

为保证工作进度和质量，黄石市总工会深入 6县（市）区、

54 家直属企事业单位、产业工会（联合会）进行面对面督导。

建立每周工作例会制度、月报表制和季度跟踪联系制度，并将

工作进展情况逐级上报。

黄石市总工会通过争取湖北省总工会资源、自筹资金等

方式，设立专项经费为筛查工作提供支持。重点面向困难企

业女职工、女货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公益性筛查服务；对检查出

罹患宫颈癌的女职工及时做好帮扶；对符合工会困难职工建

档标准的，及时纳入困难职工数据库并给予医疗救助；符合安

康保险赔付条件的，或已纳入基层工会职工互助基金救助及

参加武汉城市圈职工医疗互助的，尽快帮忙办理到位，做好帮

扶救助等工作。

此外，黄石市总工会组织座谈会、开展“点单式”流动课堂

服务等活动，鼓励女职工参加筛查。对于检查人数较多的地

区以及企业、行业协会，市总工会增设 50个筛查点、提供上门

和专场服务近百场。

黄石市总推动适龄女职工宫颈癌筛查
已有 4万名职工受益；3年内实现应筛尽筛

本报讯 （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陈领一）近日，首钢集团召

开第二十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年金管

理制度、年金方案、实施细则等一揽子制度措施，明确首钢集

团开始实施企业年金。

据悉，此次首钢集团将在集团本部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和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参股子公司实施企业年金。实施单

位需满足基础管理健全规范、具备相应经济能力、职工参与程

度较高等 3 项实施条件，包括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应当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健全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制度，依法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应当以合并报表

盈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及完成上级单位核定的经营业

绩考核指标为前提；应当具有持续的企业年金缴费能力，年金

缴费水平应当与企业人工成本承受能力相适应。

首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民革表示，实施企业年金有

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让职工

更有归属感，同时有助于促进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经营管理能

力，推动企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首钢集团全面实施企业年金
有助于留住人才、提升企业管理能力

7月1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华光街苇湖庄西社区，党员干部为辖区环卫
工人送上了冰镇西瓜等夏日清凉慰问品，帮她们防暑降温。

孙振嵩 摄/人民图片

夏日送清凉

长春第二届农业行业技能举办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近日，吉林

省长春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业管理局在长春农业博览园联合举办

全市第二届农业行业技能竞赛暨首届动物疫

病防治技能竞赛。

本届竞赛包括动物疫病防治技能竞赛，

以及玉米高产竞赛，生态农业名优产品品牌

竞赛。参赛选手均是从事生态农业生产建

设、玉米种植、动物疫病防治等职业的农业农

村技能人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企事

业单位的一线职工。

7月16日，选手正在参加电工职业技能大赛。
当日，安徽淮南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

合主办的第四届农民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淮南市职业教育中
心开赛，全市 260名农民工参加电工、焊工、砌筑工等 3个工
种的竞赛。

本报通讯员 陈彬 摄

农民工赛技能

（上接第 1版）

锚杆钢是一个缩影，在从采矿、选矿、烧

结、焦化到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完整配套的

碳钢和不锈钢现代化工艺生产线上，各劳模创

新工作室争做扎根车间生产一线的“创新先

锋”，助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突围”。王云平

劳模创新工作室攻克 430g/㎡以上厚镀层锌铝

镁产品生产难题、张荣堂劳模创新工作室助力

中高碳钢产品实现稳定量产、王群劳模创新工

作室完成殷瓦合金钢 4J36开发……

装备制造是酒钢集团近年来崛起的产业

板块，涵盖了冶金装备、风电装备、光伏装备、

光热装备、电气设备及相关非标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调试等领域，年制造加工总能力

17万吨。

曾几何时，酒钢西部重工在许多装备的

关键铸件上遭遇国外企业的技术封锁。酒钢

集团焊接首席技师聂允堂作为西部重工劳模

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紧盯行业前沿技术，一

系列的创新成果奠定了酒钢在中高端铸件产

品开发的技术实力。在汽车生产线检测平台

铸铁件开发中，改变以往焊接钢结构形式，成

功攻克了大型异型件结构复杂的生产难题，

以耐磨性、耐热性、减振性、稳定性能好等优

点，成功供货欧洲客户。工作室联合开发的

首个黄河流域抽水蓄能项目泵站铸件在泵

体、泵盖和附件等方面打破了国外垄断，并形

成了完整的工艺技术标准和产品内控标准。

破解生产难题，升级关键工艺

一次次推翻，一次次重来，一个个经过实

践验证的创新成果在劳模工作室中诞生，破

解了酒钢生产中的瓶颈难题。

经过几年的多元化布局，酒钢形成了年

产氧化铝 165 万吨、电解铝 170 万吨、铝板带

铸轧材 60万吨、铝板带冷轧材 18万吨的生产

能力，成为甘肃省最大的铝冶炼加工企业。

酒钢东兴铝业公司王小康劳模创新工作室立

足现有设备、生产工艺，在攻关“高品质 90 铝

产品开发”项目后，去年以来优化打壳机结构

设计，解决了电解槽中缝打壳与干涉、氧化铝

结壳打击等生产难题，确保普通电解槽持续

保持低成本、高效率作业。

镜铁山矿是我国西北地区发现和勘探最

早的大型铁矿床，也是酒钢的骨干矿山，但是

由于位于平均海拔 2640 米的峡谷逆断层，安

全风险高。谢生瑞、陈应全劳模创新工作室

瞄准与安全课题进行攻关，制定《桦树沟矿区

炮泥填塞技术规程》，加大操作人员培训力

度，实现了炮泥填塞技术优化、掘进单炮装药

量有效降低。

在位于兰州郊县的酒钢集团榆中钢铁公

司，徐克元劳模创新工作室以“冠军炉”为目标，

全面开展铁水消耗优化攻关、转炉冶炼周期攻

关、连铸中包定径水口技术攻关等创新创效活

动。通过钢包全程加盖、金属料结构优化、高

寿命出钢口技术攻关、供氧模型技术优化等措

施，推动能耗指标进步。2022年底，在全国钢

铁行业 70余家单位中榆中钢铁脱颖而出，被评

定为转炉120吨级的全国节能降耗“创先炉”。

李东晓劳模创新工作室组织实施“自动

化控制系统远程运维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

改进项目，实现对 200余套重点控制系统的远

程运维访问；张连顺劳模创新工作室有力解

决了宏晟电热热电分公司 5、6 号炉磨煤机下

插板门壳内积粉造成的设备隐患；陈永祺、吴

建文、杨爱元劳模创新工作室聚焦国家“双

碳”目标，积极承担“炼铁高炉喷吹焦炉煤气

技术应用研究”“炼铁工艺过程有害元素脱除

技术研究”等 7项科技创新研究项目……

一线“高手”撑起车间“大课堂”

如今在酒钢，劳模创新工作室不只是创

新平台，还是提升全员素质的车间“大课堂”。

劳模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人才培养、技

艺传承功能，成为酒钢建设有理想、讲担当、

业务精、敢创新的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主阵地。

通过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健全人才培养机

制，由 12名机械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技术能手、

技术工人和能工巧匠组成的宋俊义、白松、周新

法劳模创新工作室，针对近年引进的新设备、新

技术，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培训，学成后在作

业区进行技术交流和培训，以点带面提升作业

区职工对新技术、新系统的应用维护能力。

去年以来，聚集在这个劳模工作室周围

的青年职工，相继完成“跳电事故或油泵故障

时高位油箱对风机、水泵轴瓦保护的应用”

“风机现场动平衡快速找正划线工具的应用”

等 5 项岗位创新项目；申报了《一种风机动平

衡联轴器与转子连接的工具》《一种风机现场

动平衡快速找正划线工具》两项实用新型专

利和《一种应用于风机转子在线动平衡的测

试配重质量确定方法》发明专利，用实实在在

的成绩见证着新一代青年职工的快速成长。

吕杰焊接创新工作室充分利用专题讲

座、报告会等形式，持续以“弘扬工匠精神”为

主题为企业职工作报告，引导职工把工匠精

神转化为精神财富，激励更多产业工人苦练

本领，勇攀技能高峰。

通过对新入职大学生实行“双导师”培养

模式，王小康劳模创新工作室为青年职工量

身配置技能操作岗的导师的同时，又安排专

业技术岗导师，此外，打破单一的基础操作实

习制，实行铝电解工多岗位轮换制，通过轮岗

表现为青年职工“量体裁衣”，制定职业发展

计划，尽快成长为技术骨干。

“突围”在一线 “高手”在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