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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昌云 记者黄榆）日前，云南

省保山市昌宁县的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刘阿姨

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暖心礼包。与此同时，

个旧市总工会向全市 49户在档困难职工送上

暖心礼包；曲靖市陆良县总工会对 55 个困难

职工家庭进行了详细核实，确保暖心礼包送

达每位困难职工……

保山、个旧、陆良等地困难职工感受的温暖，

是云南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家庭暖心项目”在全

省落地的一个缩影。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张驰

告诉记者，省总引入社会力量协力帮扶困难职

工，得到了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的支

持。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整合中粮、

福临门、恒源祥等爱心企业，以优惠配捐的方

式，按季度为困难职工家庭定期配送暖心物资。

“年度累计按季度配送 4 次，每户配送物

资价值 1200 元。项目共计 300 万元，爱心企

业投入 150 万元，迄今全省在档的 2432 户困

难职工家庭都收到了暖心礼包。”云南省总职

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莫涵雅说。

从 2019年开始，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支

持下，省总整合各级工会以及财政、民政、人

社、住建、教育等部门力量，出台了《云南省总

工会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落实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相关政策的通知》以及 10 个实施细则文

件，及时、长效、常态化进行困难职工帮扶。

此次推出的“暖心项目”依托工惠通智慧工会

服务平台，实现物资的实时发放与物流配送，

让困难职工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慰问品。

近年来，云南省总持续完善《关于建立健

全困难职工帮扶长效机制的意见》等困难职

工帮扶服务“1+10”制度文件体系，将困难职

工分为深度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一般困

难职工等。对一般困难职工家庭，通过实施

《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金秋助学活动管

理办法》，常态化开展送温暖和子女助学活动，

实现“一般困难机制帮”；对因遭遇重大疾病和

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通过实

施《关于对因患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职

工家庭实施帮扶的办法》《关于对因遭遇突发

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施帮扶的办

法》，实现“突发困难及时帮”；对因客观原因难

以脱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从生

活救助、医疗救助、助学救助、职业培训等方面

提供全方位帮扶，实现“突出困难重点帮”。

此外，云南省总着力探索引入公益慈善、

爱心企业、志愿服务、专业机构等各类社会资

源开展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推动职工需求与

社会资源精准对接。截至目前，累计投入

9516.69万元，专项用于 2800多户在档困难职

工的生活救助；投入医疗救助资金 1147.09万

元，帮扶 1603人次。

云南省总引入社会力量帮扶困难职工

创新模式开展暖心项目 需求与资源精准对接

本报讯 （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严俊 何家

鹏）“在东江源头参加疗休养活动，我们感受

到了赣州客家韵、红土情的独特魅力。今后

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再创佳绩。”

在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参加疗休养活动的一

位深圳职工如此感慨。

这次活动，是深圳市总工会今年首次组织

一线技术工人及先进职工到赣州市开展疗休

养活动，也是深化深圳、赣州两地工会合作的又

一成果。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赣州市 4家

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两个旅游度假区被认

定为深圳市技术工人疗休养基地。江西省安

远县、兴国县、寻乌县、崇义县、大余县、赣州经

开区等地工会与深圳工会开展职工（劳模）疗休

养交流活动10次。

2021 年，赣州市总工会与深圳市总工会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劳模工匠学

习交流、职工（劳模）疗休养合作、工会干部培

训交流协作等 6项合作内容和具体措施，建立

了两地工会主席联席会议和信息通报工作机

制，每年相互通报工会工作要点、职工维权等

工作信息。

为全面建立区（县）对口合作关系，今年

上半年，深赣两地工会主要领导带队，分别在

深圳和赣州召开对口交流合作座谈会，共商

两地工会交流合作事项，举行了深赣两地区

（县）级工会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订仪式。双

方共同出台《2023 年深圳市总工会赣州市总

工会交流合作工作计划》，持续深化交流合

作。同时，在市级总工会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基础上，两地工会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深化

合作层级，共同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深赣两

地总工会对口交流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了深圳市 10 个区级总工会与赣州市 20 个

县（市、区）总工会对口合作关系和合作内

容。截至目前，赣州 17个县（市、区）总工会和

深圳区级总工会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在消费帮扶领域，2021年以来，深圳市总

工会累计采购赣州市特色消费帮扶产品 1700
余万元。

出台工作计划 明确重点内容

深赣两地工会建立县级层面对口合作关系

本报讯 （记者朱欣）9月 27日，2023年快

递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启动。近年来，

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和快递业各级工会以工会

组织规范化、服务职工多样化、职工之家标准

化为着力点，全力打造快递业“会、站、家”一

体化建设品牌示范工程。截至 2023 年 7 月，

快递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已覆盖 11600
多个基层网（站）点，推动头部快递企业总部

全部建立工会组织，实现了头部快递企业召

开职代会和签订集体合同全覆盖。

国防邮电产业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基

础性、支柱性、前导性产业。过去 5年，国防邮

电各级工会着力推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建

功立业、维权服务等重点工作，有力推进国防

邮电产业工会工作取得新进展，为促进国防

邮电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聚焦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国防邮电

各级工会广泛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宣讲

活动，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

育，推进“身边的大国工匠”推荐学习工作，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开展

“寻找最美快递员”活动，大力弘扬“小蜜蜂”

精神。

致力于为产业职工历练成长搭建舞台，

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围绕神舟系列载人飞船、

嫦娥系列探月工程、国产航母下水、5G 信息

通信网络建设、北斗系统建设与应用等国家

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专项，组织开展了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立功

竞赛”，两届“长缨杯”军民两用产品工业设计

大赛，以及工艺技术创新大赛，一大批技术创

新成果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邮电

工会依托大型骨干企业，创建工匠学院和专

业技术委员会，累计培训职工 46 万余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1000 余名学员在各类技能大

赛中获奖，300余人获全国省市及行业创新成

果奖，200 余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等荣

誉，超 4万人晋升职业资格。

（下转第 2版）

中国国防邮电工会结合产行业实际，大力开展建会入会和维权服务工作——

让“小蜜蜂”感受到工会组织“家”的温暖

本报记者 徐福平 陈子蕴

在陕西，不仅有秦始皇兵马俑、文旅顶流大唐不夜城、网红

打卡地袁家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藤编、畅销全国的洛川苹

果，还有 100%自动化的智能车间、钛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当前，陕西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正在加速迭代。先进

制造、现代能源、文化旅游、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4 个万亿级产

业集群势头已起，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与半导体器

件等产业风头正劲，31条工业产业链、9条农业产业链、8条文

旅产业链和 8 条服务业产业链纵深推进，富有陕西特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蓝图已经呈现。

文旅持续出圈，激发消费活力

“落吊桥，开城门，迎贵宾……”随着如雷的鼓声与“唐朝

迎宾使”浑厚的嗓音，记者仿佛穿越回了唐朝。这是西安城墙

永宁门下的一场以唐文化为主题的演出《梦长安——大唐迎

宾盛礼》的现场。千年城墙与现代化都市、传统文化与高科技

相得益彰，使人们既能体验盛唐文化的古韵，又能感受现代化

城市的便利。 （下转第 2版）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加速迭代——

厚植产业发展沃土 三秦大地焕发新动能

本报记者 黄洪涛 王伟

本报通讯员 蒋骏杰

不久前，国网江苏常州供电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供电）3 项创新成果

分别获得 2022 年度中电联电力职工

技术创新二等奖、江苏省职工十大科

技创新成果和江苏省职工“五小”活

动省级优秀项目。

自 启 动 产 业 工 人 队 伍 建 设 改

革以来，常州供电持续推进职工科

技创新工作，创新攻关模式，聚拢

内外资源，完善管理机制，推动优

秀创新人才和高质量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今年以来，常州供电两个

班组分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和国网

公司工人先锋号，1 名职工荣获省

五一劳动奖章，1 个班组荣获省工

人先锋号。

集结人才 创新攻关模式

“我的团队里有劳模先进、技术

专家、青年创客，大家虽然来自不同

部门，但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

用合约确定责任，明确方向，凑在一

起‘啃骨头’‘闯难关’，一起搞出了这

个‘拆换线施工智能机器人’。”职工

段家振感慨。

为了充分发挥创新人才集聚优

势，常州供电创新重点项目柔性攻关

模式，通过“揭榜制”和“点将制+竞

聘制”相结合的形式组建柔性攻关团

队，确定项目牵头部门、团队负责人

和成员，互相签订合约，集中优势资

源，实现了创新突破。

作 为 重 点 创 新 项 目 负 责 人 ，

段家振利用这种模式跨部门集结

建设部、科数部、设备部以及产业

单 位 优 秀 人 才 ，共 同 组 建 柔 性 攻 关 团 队 ，成 功 研 发 出 输

电线路重要跨越段拆换线施工智能机器人，有效解决了

输电线路换线作业长期存在的施工周期长、作业风险高

等问题，相关专利产品荣获 2023 年电力行业设备管理与

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2022 年度常州市职工十大科技创

新成果。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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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5日电 （记者樊曦 周圆）5 日，中秋国

庆假期第七天。随着假期接近尾声，多地返程客流攀升，铁

路、电力、民航等部门强化安全检查，提升服务品质，积极保障

旅客顺利返程。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10月 4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705.5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

5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795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2351列，其中加开 1729列。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各大火车站强化客流组织，合

理设置客运岗位，做好进出站检票疏导，候车室秩序维持、问

询解答，有序组织旅客进站乘车；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武

汉站、武昌站等车站组织武铁“小桔灯”志愿服务者，引导旅客

查验进站、帮扶重点旅客乘车、搬运行李等，温暖旅客出行路；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加大适老服务力度，提供现金支付、

人工引导等“面对面”服务，帮助解决出行困难。

电力和民航方面，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组织党员服务队

深入辖区内火车站、客运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开展用电

安全检查，严格执行抢修队伍 24 小时全天候值班制，确保出

行用电安全可靠；邯郸机场及时增加现场保障人员，提升旅客

安检值乘效率，同时加强特殊旅客、团体旅客、晚到旅客保障，

确保各类旅客顺利出行。

铁路等部门积极保障旅客假期顺利返程

10月 1日，毗邻天安门广场的北京音乐厅歌声嘹亮、掌
声如潮——“我和我的祖国”大型主题合唱音乐会火热上演。
音乐厅的黄金位置留给了劳动模范，用歌声赞美劳动模范、赞
美劳动者。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歌唱祖国

图为 10月 5日，中国选手何杰在赛后庆
祝夺冠。

当日，在杭州智慧新天地沿江景观带举
行的杭州亚运会田径男子马拉松决赛中，中
国选手何杰以 2小时 13 分 02秒的成绩夺得
冠军，中国选手杨绍辉获得季军。

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史上首次获得男子
马拉松金牌。在拿下这枚历史性的金牌后，
何杰激动地说：“今天站在起点前的一刻，我
就把这场比赛当作自己竞技生涯的最后一
场，要竭尽全力。”他说，比赛中自己尽量跟随
跑，想着一定要咬住，“机会转瞬即逝，咬住了
就有了。”

稍晚开赛的女子马拉松比赛中，中国选
手张德顺跑出2小时27分55秒，获得银牌。

当日，杭州亚运会田径项目收官。中国
队获得19金11银9铜排名奖牌榜第一，成绩
超过雅加达亚运会。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中国选手首夺
亚运男子马拉松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