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入·圆梦 2023年 10月 27日 星期五 7责任编辑：唐姝

E－mail:grrbxsm@163.com

工地食堂花样供餐，一线员工元气满满

工友们的幸福“食”光从何而来
阅 读 提 示

一菜一汤温暖民生，一粥一饭暖胃暖心。忙碌在项目工地一线的施工人员，往往要

面临相对艰苦的条件和环境，如何把“食”事办好，让工友们美味和健康都能兼得呢？

北京“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记者获悉，截至 2022 年底，北

京市常住就业人口 1132 万人，年均城镇新增就业 26 万

人以上，今年以来，本市全面恢复现场职业招聘洽谈活

动等综合服务活动，先后组织“就业在北京”2023年大型

现场招聘会等 847 场，满足各类群体的求职就业需求。

并且，针对就业困难人员开展“一对一”就业帮扶，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规模达 3万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乡村协理员这份工作，让我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持

续实现自我价值，把敢闯敢试的青春优势转化成服务家

乡乡村振兴的宝贵记忆。”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的乡村

振兴协理员陈佳兴说。

针对重点就业群体，北京市精准提供分类就业援

助，鼓励企业招用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及登记失业青

年，企业可获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鼓励各类用人单

位、社会组织等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对吸纳就业见习人

员的给予见习补贴。同时，自 2021 年至 2023 年 7 月，全

市通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累计新增参保创业

单位 15.62万户，带动就业岗位 77.79万个。

在公共就业服务方面，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建

立就业服务指导员、就业服务专员、企业联络员“三员”

队伍，主动对接用人单位和重点群体，了解需求、发现问

题，提供精准、精细服务。

此外，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市率先建立全

国性跨区域平台企业集体协商模式，通过骑手恳谈会、

网约司机专项协议等多种方式保障劳动者权益，集体

协商内容和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完善“工会+仲裁”“工

会+法院”多元调解和劳动关系风险监测预警制度，

80%的案件在仲裁阶段得到化解，劳动纠纷化解机制不

断完善。

江苏明确17项稳就业惠民生措施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容量、拓宽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强化就业帮扶兜牢民生底

线、促进供需精准匹配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等方面17项措

施，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其中，围绕强化就业帮扶兜牢民生底线，提出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统筹城

乡就业政策体系，实施就业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行

动，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体系、信息网络、扶持政策等全

面覆盖乡村。实施农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将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纳入就业创业政策服务范围。每年认定 15个省级就业富

民助力乡村振兴基地，打造 50个省级劳务品牌集聚产业、

带动就业。鼓励各地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

点工程项目中推广实施以工代赈，实施以工代赈的项目要

将带动农民工就业、促进技能提升等方面的成效，作为重

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社会影响分析的重要内容。

同时，要求加强重点人员就业帮扶。合理确定并动态

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建立就业困难人员精准认

定、精准帮扶、精准退出机制，2023~2025年优化提升 1000
个标准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兜底帮扶不少于 10万名低

收入人口、残疾人、特困职工家庭成员、零就业家庭成员、长

期失业人员以及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士官）等群体就

业。制定个性化援助方案，优先推荐低门槛、有保障的爱

心岗位，提供“一对一”就业援助。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刘益航 袁丽萍

“哎呦！今天中午硬菜有红烧鱼、辣子

鸡，美得很！”“晚上还有油饼、小菜、稀饭呢。”

10 月 16 日午餐时间，中铁七局三公司国道

109 宗格公路项目工地食堂里公路建设职工

们正围着食谱兴致勃勃地议论着……

日前，青海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建

筑工地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加强保

障好建筑工地施工人员的食品安全。记者走

访青海多个工地食堂了解到，项目工地建立

起一系列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让工友

们既能吃得放心，又能吃得开心。

成立专门的膳管会

国道 109宗格公路项目地处青藏高原腹

地，海拔高，氧气少，自然条件艰苦，很多参加

建设的工友们分别来自内地不同省份，不光

要适应高原气候，还要面对不同的饮食习惯。

为保证每位工友都能吃上安全、健康、卫

生、可口的饭菜，中铁七局三公司项目工会绞

尽脑汁，推行民主管理，成立专门的膳管会，

每个月定期召开会议，向全体职工征集职工

对食堂工作的意见建议，确保让工友们吃放

心饭、就满意餐。

“工地食堂制定周食谱，注重营养搭配和

品种花样，尽力做到一周内伙食不重样，根据

青藏高原时令变化，定期还变换菜品。”中铁

七局三公司工地食堂管理员任峰介绍，食堂

与当地大型超市签订食材直供协议，保证食

材来源安全、品种齐全，食堂和操作间还设置

有挡鼠板、灭蝇器，安排专人定期对食堂进行

全面卫生消杀。

“饭菜好不好厨师很重要”。为满足不同

的饮食口味，项目部精心配备了既擅长陕菜、

川菜，还能做面食、手艺高超的厨师。

“青海高原地区海拔高、食材少，条件相

对比较艰苦，项目部非常重视食堂管理，千方

百计、想尽办法保证工友们一日三餐能吃上

可口的饭菜，从不同风俗口味考虑尽最大限

度满足工友们用餐需求。”食堂管理员任峰介

绍，为方便职工挑选自己喜欢的菜品，食堂以

自助餐的形式供大家按需自取，夏天还配备

西瓜、哈密瓜等消暑水果。

轻食健康成新风尚

如今，少油少盐、低脂健康的饮食已成为

高原石油人推崇的餐饮新方向。去年 7 月，

青海油田公司首家轻食健康食堂走进花土沟

生产一线项目工地。

青海油田公司综合服务中心依据健康标

准的营养搭配，推出健康轻食自助餐食，一菜

一餐让卡路里“精打细算”，一盘一匙让一线

石油将士元气满满。

“我们一线石油工人也有了既能满足食

欲，又不怕体重增加的轻食健康食堂。既要

吃得好，又要吃得健康，高原石油人不做选择

题。”青海油田一线员工牛生亮的午餐，选择

了藜麦紫薯杂粮饭、清炒菠菜、虾仁配番茄、

嫩煎牛排及水果汤品。

“新鲜的虾仁、优质的牛肉、脆爽的蔬菜，

不仅拥有极高的颜值，拌、蒸、煮等健康的烹

饪方式，不掩食材本味又恰到好处的搭配，一

扫传统印象中轻食寡淡的滋味。”青海油田公

司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在热量控制上

正常午餐热量在 600~1000 卡之间，而轻食健

康食堂推出的健康餐基本控制在 95~395 卡

之间，安全卫生、营养品质高的健康轻食满足

了青海高原一线工地石油人对美食的诉求。

如今，青海油田生产一线员工每天所需的

营养搭配在健康餐桌上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从主食、杂粮至汤品、水果，低脂低卡却不乏优

质蛋白和健康谷物的合理配比，加之扎实的牛

肉、鲜虾等硬核菜品，让轻食不再“草系”，让低

热量不再与食色生香挥手告别。

“甭管吃的喝的，满目都是健康的颜色、

营养的味道，感觉连呼吸都欢畅了……颜值

高、热量低、油盐少，最主要还选择多、不限

量、真管饱。”一餐下来，牛生亮满足地说。

飘出暖暖幸福味

“麻辣豆腐、红烧茄子、虎皮青椒、酸菜炒

肉、大盘鸡、红烧肉、紫菜海带汤……”记者来

到中建八局西宁曹家堡机场项目工地“工友

村”工地食堂，这里为工友们提供的近 20 个

品种的菜品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全新的自

助餐模式让工友们“爱吃什么选什么”，基本

满足了工友们的味蕾需求。

中建八局西宁曹家堡机场项目部“工友

村”实行“物业化管理”，食堂交给物业公司经

营管理，在日常管理、服务方面，由物业公司

自行配置设备，全面推进专业保洁、专业餐饮

服务。

“工友村”工地食堂占地 900 平方米，设

立 3 间厨房、6 个打饭窗口，能满足 1500 名工

友同时进餐需求。食堂就餐环境优雅整洁，

实行禁烟管理，配备 5 个餐具清洗区、5 个消

毒设施区，在为工友提供美食的同时，也将环

境卫生、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打造放心食堂。

“工地食堂菜太好吃了，自主选餐花样

多、味道也好，营养丰富的一日三餐、整洁的

桌椅、干净的餐盘……”在工地食堂，排队就

餐的工友李伟强对“工友村”工地食堂菜肴和

卫生环境赞不绝口。

“让餐厅成为工友们心灵交流的精神家

园，每天就餐时，这里都充满欢声笑语，飘出

了暖暖的‘幸福味’。”中建八局青海分公司党

群工作部部长付明东介绍说，为了满足来自

全国各地工友多元味蕾需求，工地食堂工作

人员对菜谱进行改进，增加凉菜和特色面食

等菜品，菜单每天不重样，力保饭菜荤素搭配

和营养均衡，让工友们吃到家乡的味道。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记者了解到，

目前，青海各地工地食堂建立一系列保证食

品安全的规章制度，设有专职食品采购员、食

品验收员、以及卫生管理员。所有食品都到

指定地点购买，杜绝采购腐烂变质的食材，食

品留样 48小时以上，有效避免食品中毒事件

发生，全力保障工友们“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刘旭

47 岁的花静坤正在施工现场排除设备

故障，努力让客户的生产任务能够按时完

成。老家在辽宁辽阳县刘二堡农村的花静

坤，是辽阳筑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筑

公司）一名电控部技术员，21 岁中专毕业后

来到这里。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名高级工

程师，带领团队研发的科技成果多次获国家

级新产品、辽宁省科技研究成果等荣誉。今

年 5月，花静坤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

在辽筑公司，从事制造的产业工人有

300 人，其中，有近一半的工人像花静坤一

样，在学历、技能等方面有了提升，走上了“技

能成才”之路。

公司里建起实训基地

走 进 辽 筑 公 司 150 平 方 米 的“ 职 工 书

屋”，有桌椅多套，设备书架 6 组，藏书 3100
册，报刊十几种。如今，这里已成为职工交流

思想、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联络点。

为让“年轻人来了能干、会干、干上的懂

理论”，公司和辽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辽阳

技师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被辽阳技师

学院认定为《焊接加工技术专业校处实训基

地》。技师学院为产业工人进行理论水平再

教育培训及各工种技能等级鉴定培训，为签

约院校毕业生提供实习与社会实践场所，实

习生的实际操作水平达到公司标准的可以被

公司录用。

辽阳筑路机械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闫微告

诉记者，近两年，公司根据各部门对技术型工

人的需求，先后组织焊工、钳工、电工等工种

的职业技能鉴定理论培训与实操培训达 350
人次，通过培训不断提高产业工人的理论技

能水平，将专业化学习深入到企业的发展日

程之中，建立“劳模带劳模、劳模带骨干，骨干

带后备”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7 年，张尔平以一名普通学徒焊工的

身份入职，由技能能手带领培养，成为骨干后

又被公司劳模带领培养，技术、业务骨干对像

他这样的产业工人进行集中授课，长期开展

“传帮带”“师带徒”等活动。张尔平还被选送

到辽阳技师学院学习焊接先进技术、焊接理

论，成为一名出色的焊接高级工。

培训数据库督促人才晋级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

本就是拥有一支素质高的产业工人队伍。”辽

筑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刘宁说。

“每一步晋级都有企业搭台子、勤督促。”

花静坤感慨，公司有一个人才培训数据库，能

够及时准确掌握产业工人的技能状况、思想

和生产生活状况等信息。哪个阶段该学习哪

些理论知识、提升哪些技能，什么时候该晋升

职称，人力资源部都会提醒部门及个人。

2020 年，张尔平参加辽阳市第三届技能

大赛，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获得技能大

赛奖金 2000 元。他的技能提升情况与个人

薪酬、岗位晋升相结合：参加区县、市、省级

的技能竞赛，只要拿到名次的，一次性分别

奖励 300 元、500 元、1000 元，学历提升同样

也有奖励。

此外，企业还将创新成果收益直接给到

研发团队二次分配，大大激发了创新热情和

积极性。借助与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签

订的《产学研技术合作开发协议》，企业与高

校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学术交流，利用专

业高端技术进行产品整机关键部件的核心

技术研发，解决了实际应用中的技术难题并

实现产业化。花静坤就被选送到专业对口

院所深造学习，和国内外专家一起工作交

流，及时学习和掌握了行业内最新技术的发

展方向与趋势。

薪资福利优厚增强职工幸福感

每年 4 月份，公司工会都会开展征集职

工对工资福利调整意见调查活动。闫微介

绍，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平均每年为职

工增加工资 5%~10%。一线工人实行定额

工时，各工种月收入均超过管理、行政人员

工资。

“企业给予职工的福利待遇优厚，使我们

工人感受到幸福与温暖。”花静坤表示，公司

每年春节都为职工发放米、面、油、鱼等福利

品，按时为工人发放工作服、绝缘鞋、安全帽、

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在外地工作时间超过

两个月的，公司还给予探亲假，其间的费用全

部由公司承担。自建的饲养场每年自产上万

斤的水果和饲养的笨猪肉、鸡蛋等全部分给

职工改善生活。

近几年，公司先后投建室外篮球场地、室

内网球、羽毛球馆、健身室、乒乓球室内场馆，

让职工锻炼有场地、娱乐有场所。公司工会

还通过开展“劳动法培训”“安全法律法规培

训”“七五普法培训”“女职工维权法律法规知

识讲座”等法律培训工作，增强职工知法、懂

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和能力，加强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的法治保障。

共享教育资源，搭建培训平台，保障薪酬福利

这家企业助工人走上“技能成才”之路
“青年驿站”为务工人员送就业
本报讯（记者黄榆 通讯员赵晨）近日，中建二局云

南分公司大理华晟新能源光伏项目 50 多名青年产业工

人收到了就业上岗证书，这得益于项目的“青年驿站”。

2022 年 8 月，由中建二局云南分公司开工建设的大

理华晟新能源项目是云南省首个 5吉瓦新能源高效异质

结光伏电池制造重点工程。项目工期紧、用工需求大，为

解决用工问题和青年的就业需求，该公司在大理市上登

工业园成立了“青年驿站”，面向社会招募务工人员，在中

高级工程师教师团免费且专业地培训下，部分青年从建

筑“小白”升级成为技能型产业工人，该驿站在云南省建

筑行业类属首个。

李帮安是此次获得就业上岗证的 50余名青年之一，

通过为期 3 个月的“夜校+实践”系统培训后，他一次就

通过了云南省城乡和住房建设厅特种作业人员考试，获

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成为一名信号指挥

工，月收入提高了 2000元。

2018 年以来，为解决务工人员就业需求和素质技能

提升问题，该公司依托重点工程建立了专门服务、组织、

培训、凝聚青年产业工人的“青年驿站”。驿站对外免费

向社会开放，为社会青年提供休憩纳凉、读书交友、充电

急救等服务；对内则通过设立的帮扶夜校为务工人员提

供就业技能培训。

关爱工友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
本报讯 10 月 4 日 8 时，伴随着新朔铁路

公司天窗命令的下达，鸡鸣驿至外西沟间上

行线 157Km+240m 至 157Km+040m 开始进

行线路人工清筛施工，标志着中铁十五局集

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新朔铁路运输处 2023
年度大准铁路线秋季集中修清筛施工正式

开始。

“人工清筛要加强清筛质量，要扒够深度

300mm，宽度要筛到横向到边逐空倒筛。看

似简单却要工作细致，人工清筛都是体力活，

开工当天安排了 160 名工人线上作业，这些

工人大多来自四川农村，现场工人们干劲十

足。”班组长肖波说。

“管理人员对我们很照顾，现场的安全措

施也都严格卡控，我们都是按照规范施工，虽

然干的都是力气活，但工作起来很开心。”来

自四川喜德县的清筛工人阿苦比者说。

“干好在建项目是最好的经营。”运输处

经理、党支部副书记曹海峰表示。自施工开

始首日，他就带领各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在施

工现场盯控，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出工、同

返回。

考虑到工人学历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

运输处技术人员根据技术规范制定了接地气

的安全技术交底，并逐条逐项为工人讲解，以

保障作业安全。同时，施工沿线租赁房屋，设

置食堂，考虑到工人大多是来自四川，还专门

请了川菜师傅，菜品荤素搭配，以保证营养需

要。现场盯控的管理人员还将公司工会为员

工配置的流动书籍带到工人居住地，让工人

在业余时间能够通过读书来充实生活，丰富

知识面。 （刘春霞）

10月25日，工作人员在养护日照市东港区碳汇花海。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2021年起引入东北大学“超高温好氧发酵”技术，统筹设计绿化地

块的花卉种类，实现了有机固废资源化、规模化再利用。如今日照市东港区43万平方米“城
市疮疤”变成了花海、绿园，成为市民赏花、休闲的好去处。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养护城市花海

肉牛产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10月23日，工人在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恒都集团牛肉加

工车间作业。
近年来，重庆市丰都县把肉牛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

产业来抓，累计培育、引进、扶持肉牛及关联产业企业34家、
专业合作组织 31家，基本形成牧草种植、母牛繁育、生态养
殖、精深加工、市场营销以及科技研发全产业链。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