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丹青

基于脑电采集、处理与分析的神经卒中康

复机器人，新一代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慢性

病检测传感器与敏感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10月 26日～28日，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在山东烟台举办，来自全国43个

组队单位的1457个团队/项目参加总决赛。

这是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以来举办的规

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博士后全国

性赛事。比赛汇聚选拔了一批博士后人才，

遴选推出了一批高水平成果，促进达成了一

批产学研合作，在引导支持博士后积极投身

企业科技攻关、支撑促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促进青年人才挑战自我、加速成长

总决赛共设创新赛、创业赛、海外（境外）

赛和揭榜领题赛等 4 个组别，分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7个专

业领域进行了比赛。比赛采取现场项目路

演、专家提问及参赛选手答辩的形式进行。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园艺专业博

士后袁子彧参加了揭榜领题赛。应张榜企业

“建柑种质资源挖掘和宜昌陈皮开发”的技术需

求，他和团队提出“宜昌陈皮用建柑优质种质资

源筛选与保育”方案后，双方签订了意向协议。

“目前，我们正在收集种子，做采样和功

能成分检测，计划筛选出最优植株做陈皮，推

动打造宜昌陈皮的品牌，以满足市场对陈皮

不断增长的需求。”袁子彧说。

过去，袁子彧长期在实验室从事基础研

究，对产业应用了解较少，“参加这次大赛，是

我第一次拿到产业生产方向的项目，让我对产

业需求有了更深的了解。今后，我会将科学研

究与产业结合，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

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李金生

介绍，本次大赛总计有 6206 个项目/团队报

名参赛，参赛总人数达 2.5 万人，其中有博士

后工作经历的近 1万人。“大赛为青年博士后

人才切磋竞技、交流碰撞提供了广阔舞台，激

励他们关注产业需求、投身科技创新，促进博

士后人才挑战自我、加速成长。”

科研成果有了展示平台

“长春是中国光学的发源地。在长春，很

多男孩都有一个光学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博士后常帅摘得大赛创业赛高端装备组金奖。

2022 年，深耕大气光学测量领域的常

帅，和团队创办了大气光学测量公司。“我们

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打造以大

气光学测量为核心，多领域融合发展的战略

新型产业生态布局。目前，已经实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大气光学测量装备全国产化。”

“大赛高端人才聚集，我们在赛事中得到

展示，同高层次人才交流碰撞，这将推动科技

成果的进一步转化，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为东北全面振兴作出贡献。”常帅说。

“科学技术的应用，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

市场。”大赛评委、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院长马一德认为，这场比赛让博士后等青年

人才看到了市场的魅力，为推动其科研成果落

地、转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搭建了平台。

李金生表示，大赛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和

关键技术难题，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进入决

赛的项目很多都是在国内领先的，有的还有望

填补国内空白。“可以预见，这些项目成果必将

有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为技术转移转化注入催化剂

“我们已经与企业建立了初步的合作意

向，目前正在商讨具体的合作框架和协议。相

信我们的揭榜方案和专利技术，将给企业带来

新的市场机遇。”揭榜领题组现代农业赛道获

奖选手、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修仕表示。

李金生表示，大赛促进达成了一批产学

研合作，为技术转移转化注入了催化剂。大

赛还同步开展了来揭榜、成果汇、政策宣介、

人才招聘等 7项交流对接活动，让博士后科研

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有技术需求的企

业现场张榜，有成果转化、投融资需求的博士

后团队现场路演，达成合作意向的现场签约。

人社部专家中心党委书记夏文峰介绍，

大赛期间，共有 806 个单位（项目）参加现场

交流活动。其中，92个揭榜领题项目和 80个

成果转化项目现场签约，意向合作资金 43.54
亿元。超过 1000 人与招聘单位达成了用人

意向，有效促进了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

“成果落地转化后，将让科研人员更自

信、更热爱科研，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科

技、人才、教育一体化发展。”马一德表示。

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举办，1457 个团队/项目参加

“最强大脑”巅峰对决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为

劳动者提供职业病防护用品，组织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在

我国，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

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并

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今年 6 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公布了

一批 200 个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供各

地借鉴。这些企业通过有效改善企业生产

环境，提升健康管理和服务水平，更好地实

现了工作场所职业健康防护，推动了企业

建设与职工健康的协同发展。本版即日起

推出《改善劳动环境 守护职业健康》栏目，

介绍这些企业职业健康防护的经验做法，以

期为更多企业更好地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

权益提供借鉴与思考，推动职工与企业共同

健康成长，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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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神福（晋江）热电有限公司推动共治共享，持续完善职业健康保障体系——

从轰鸣声环绕到“世外桃源”，这家老电厂经历了什么？
国能神福（晋江）热电有限公司推动共治共享，持续完善职业健康保障体系——

从轰鸣声环绕到“世外桃源”，这家老电厂经历了什么？
本报记者 陈曦 本报通讯员 赵楠

“集控室外面就是轰鸣的机组，控制台

都随之震动，同事间说话要靠喊。”曾经，最

让国能神福（晋江）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晋江热电公司”）运行部主值班员邓家

禄困扰的，就是集控室里恼人的噪音。

如今，虽仍被轰鸣声环绕，集控室却成

了厂区的“世外桃源”。通过降噪治理，室内

噪声强度由76分贝降至48分贝。这让邓家

禄和同事们状态更好，干劲儿也更足了。

这种转变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这家成立

近二十年的老电厂。面对噪音、粉尘、高温

等多重职业危害因素，该公司持续改善作

业环境，“以上率下”抓牢职业防护，“人人

参与”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近 3年累计投

入资金 9000 余万元。用董事长王泉的话

说，“这些投入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

职工健康了，企业发展才能更健康。”

于噪音中开垦“静土”

集控室是热电厂的控制中枢。运行人

员在这里实时监测机组运行情况，控制所

有设备的运转，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

该公司安全环保部健康主管林秀峰

说，2006 年机组投产时，集控室和机组之

间仅以玻璃墙作隔，很难降噪。“汽轮机运

转的嗡嗡声、管道中水和蒸汽流动的哗哗

声，让人心烦意乱，还有听力受损的风险。”

2019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也是在这一年，晋江热

电公司成立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决定以集控室为起点，改造厂区作业环境，

从源头控制职业病危害。

走进改造后的集控室，安静得只听得见

键盘的敲击声。林秀峰为记者揭开了其中

的“奥秘”。“除了把玻璃换成墙，在墙体中填

充 20多厘米厚的隔音棉外，还在地板下铺

设了减震隔声材料，运行区域的罗茨风机、汽

轮发电机也加装了隔音罩。”据他介绍，这项改

造总投入200多万元，惠及300多名员工。

对负责锅炉运行的林桂泰来说，高温作业

一直是个挑战。为了安全起见，在作业区域，

他和同事一年四季都要穿长袖工作服。然而，

管道中都是滚烫的水和蒸汽，走进车间宛如钻

进“蒸笼”，调试阀门时更是热出一身汗。“这次

改造中，水管、汽管外都重新缠了隔热的保温

棉，我们干活也更舒心了。”林桂泰说。

林秀峰介绍，公司还相继开展了输煤系

统抑尘设施改造、脱硫除尘重大技改等治理，

区域粉尘浓度由 5毫克每立方米降至近零逸

散。并引进智能巡检机器人，减少运行人员

接触粉尘的时间。

“那些条件恶劣、大家避而远之的工序，

常常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从这个角度

讲，职工健康和企业健康永远是一体的。”董

事长王泉坦言。

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运行部主任傅文明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早年，有老工人防护意识薄弱，长期暴露

在噪音环境下，造成听力受损，这让傅文明很

是痛心。他介绍，为了更好地预防职业病，晋

江热电公司探索构建起公司、部门、班组三级

“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教育、监督体系。

邓家禄一直在热电行业工作，但直到 9

年前加入晋江热电公司，才养成了佩戴防尘

口罩的习惯。他说，自己以前经常“嫌麻烦”，

前雇主对此也没有硬性规定。但在晋江热电

公司，所有职工都要参加职业健康培训，考核

通过才能上岗，工作中也随时面临安全检

查。每逢安全生产月、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公司会举办培训讲座和职业卫生事故应急演

练，每年还会对职业病危害涉害岗位人员进

行考核。

“这种氛围影响着每个人，引领大家从

‘要我健康’走向‘我要健康’。”邓家禄说。据

统计，该公司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率已由 2020

年的 85.6%提升到 100%。在去年开展的健康

素养调查中，员工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达到

了 90.5%。

记者在厂区看到，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贴

在显眼处，洗眼器、防毒面罩、酸碱服等防护用

品一应俱全。林秀峰表示，“劳动安全防护用

品和设施也在不断升级，以前的耳塞较为简

易，现在换成了螺旋式耳塞，降噪效果更佳。”

作为保障晋江区域集中供热的热力发电

厂，晋江热电公司已安全运行近 5000 天，职

工健康防护知识技能也在不断提升。2017

年，该公司获得泉州市首届职业健康知识技

能竞赛团体一等奖，包揽个人前三名。在

2022 年的“福建共益杯”竞赛中，公司两名

选手分别取得泉州市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

劳动者组第一、二名的佳绩。

发现一处风险就消除一处

“哪里存在健康隐患，只有本岗位职工

最清楚。”林秀峰介绍，为排查职业病危害因

素，公司每季度开展工作环境监测，严格排

查治理危害因素。此外，广泛开展职业病危

害因素辨识，鼓励大家利用班组安全活动、

职代会等渠道，反馈生产工艺流程中存在的

缺陷，发现一处风险就组织消除一处。

2022年，锅炉放渣工罗仕秀发现，公司

卸渣系统故障频发，落渣口关闭不严，抑尘

喷雾水压不足，作业现场扬尘严重。他随

即向部门主管反馈了情况。安全环保部门

现场核实后，很快写入当年的检修目录。

今年 5月，新设备投入运行，扬尘问题迎刃

而解。罗仕秀和工友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除了噪音、高温等职业病危害，热电行

业“三班倒”的作业方式，也让职工们面临

不小的心理压力。“全厂三分之一的职工需

要值夜班，有时时间紧、任务重，部分职工

出现抑郁、失眠等问题。”晋江热电公司工

会负责人陈玢芬说，公司为此与心理专科

医院合作，邀请医生进厂开展讲座、定期坐

诊，并为夜班岗位职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出具职业健康

监护评估报告……每年，晋江热电公司都

会更新健康企业建设实施方案，研究制定

工作计划和目标。在王泉看来，新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不断出现，健康企业建设难以

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探索、共建共治。

“在关爱职业健康方面，要持续投入资

金、人力和物力，久久为功，消除危害员工

身心健康的问题和隐患。”王泉认为，工作

环境安全、舒适，职工才会有归属感和幸福

感，创新创造活力才能充分涌现。

改善劳动环境 守护职业健康改善劳动环境 守护职业健康

24小时“医保驿站”

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近日，广东

省人社厅印发《广东省零工市场建设

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各地通

过建设一批零工市场，强化供求对接，

提升服务水平，促进大龄、困难、进城

务工等人员就业，为灵活就业健康有

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建设原则上，《指引》提出，要统

筹调动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引领带动

辖区内零工市场建设，鼓励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社会资本和优质服务资源参与

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依法依规提

供招聘求职对接服务，推动零工市场规

范化、专业化、多元化发展。

同时，综合考量本地产业集聚、零

工分布等情况，根据实际需要科学谋划

零工市场布点建设和功能设置，做到数

量适当、规模适宜、功能适用，避免盲目

布点、贪大求全、无效建设。结合地方

特色和资源优势，灵活建设综合性或专

业性的零工市场，确保能够满足本地零

工人员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需求。

在建设运营上，《指引》要求深入摸

排辖区内零工基本情况和集中求职的

时间、地点等，合理确定零工市场选

址。要充分利用现有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人力资源市场、就业驿站等场地资

源或分时分区共享场地设施，就近设立

零工服务场所。

《指引》要求，零工市场要适应零

工对接特点，建立零工“即时快招”服

务模式，合理设置服务开放时间，提供

招聘求职、政策宣传、职业指导、培训

报名、劳动合同（用工协议）签订指导、

维权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收集发布

非全日制用工、临时性和阶段性用工

以及小时工、日结工等招聘信息，定期

举办灵活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充分应用各类信息网络平台，

为用工主体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零工服务。

此外，《指引》还要求各地要建立零工市场工作人员队伍，动

态更新本地零工市场名录，对求职人数、招聘岗位等信息进行监

测分析，及时掌握供求变化趋势，为精准服务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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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构建数字劳动关系管理体系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 通讯员朱怡珍 黄浔）“可以全

程在网上完成劳动用工备案，还能同时办理养老、工伤、失业

登记，太方便了！”前不久，完成新入职员工备案的湖南郴州某

人力资源公司 HR 刘某感慨，比起以往来回跑、递交纸质资

料，现在的操作系统让工作更省时省力了。

今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上线

劳动关系模块，在整合前期劳动关系基础管理、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农民工服务保障四个业务处室的信

息化建设基础上，建立了以三合一登记业务协同（用工备案、

社保、就业登记）、劳动保障维权一站式服务、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等于一体的数字劳动关系管理体系。

湖南省人社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三合一系统使劳动

关系、就业、社保数据互联互通，一次性提交资料，就能够实现

养老、工伤、失业三险同参，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同时办

理，避免了来回奔波。数据的互联互通，也为消除信息孤岛、

加强监督监管带来便利。据悉，截至目前，全省三合一登记系

统新增申报人员近 80万人，新增备案单位近 6万家。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还依托湖南人社公共服务网上服

务大厅、智慧人社 APP 等平台，建立了集欠薪线索反映、调解

预申请、仲裁预申请、农民工服务政策咨询等于一体的劳动保

障维权服务窗口。劳动者可通过上述平台实现“指尖维权”。

南昌发布新“人才10条”政策引才留才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日前，江西省南昌市出台《南昌新

“人才 10条”》（以下简称新“人才 10条”），以生活有补贴、就业

有岗位、安居有实惠、创业有扶持、创新有奖励、发展有平台、

服务有保障、兑现有效率等 8方面为着力点，支持各类人才来

昌留昌创业就业。

据了解，该市在 2020 年出台《南昌“人才 10 条”》，重点引

进各类大学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惠及 21 万名人才。此次新

“人才 10条”政策，进一步延伸人才选用触角，聚焦重点领域、

产才融合，调整优化人才政策体系。

新“人才 10 条”提出，对大学生和高级技师、技师来南昌

工作，首次在南昌缴纳社保的，按全日制博士、全日制硕士及

高级技师、全日制本科及技师分别给予每人生活补贴 10 万

元、3万元、1万元。在全市各县区科学布局人才驿站（“洪漂”

驿站），并逐步实现点位全覆盖，为来南昌求职的大学生和高

级技师、技师提供免费住宿，时间最长可申请 3个月。

同时，支持驻昌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每年在全市组织征

集 2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鼓励在南昌注册登记的企业大力引

进大学生和高级技师、技师，凡引进大学生和高级技师、技师，

并为其首次在南昌缴纳社保满 12个月的，按照全日制博士每

人 5000 元、全日制硕士及高级技师每人 3000 元、全日制本科

及技师每人 1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补贴。

浙江舟山取消基层医疗机构就医门诊起付线
本报讯（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陈妤 黄晓阳）近日，浙江省

舟山市出台推进医保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全

面取消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

门诊起付线。

“这将进一步降低医疗负担，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同时

积极鼓励参保人员到基层就诊。”舟山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服

务管理处处长卢金奇告诉记者。

该市还提高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市内报销比例，进一

步缩小城乡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的待遇差距。其中，市内住院

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高到 85%，二

级及相应医疗机构提高到 75%，三级及相应医疗机构提高到

65%。慢性病门诊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市内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提高到 65%（肺结核报销比例 70%）。市内城乡居民医

保普通门诊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至

52%，提高 2%；二级及相应医疗机构增至 30%，提高 5%；三级及

相应医疗机构（含其他医药机构）增至 28%，提高 3%。

此外，该市提升重点人群综合保障水平，建立困难人员大

病医疗和高额医疗费用家庭自付封顶机制。推进惠民型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提高“浙里医保·舟惠保”的参保率，将投保人门

诊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纳入赔付范围。据卢金奇介绍，通过

这些保障措施，一年能为市民减轻医疗负担约 7500万元。

2023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技能大赛
新能源技术赛项在长春开赛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李慧）

11 月 2 日至 5 日，由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

方理事会主办，中国发明协会、教育部中外人

文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3 一带一路暨金

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新能源

系统技术应用赛项在长春开赛。

据介绍，自 2017 年起，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已连续举办 6 届，累计 16
万余人次参与活动，成为推动金砖国家间教

育合作、技能开发和人文交流活动的重要平

台之一。此次大赛以“前沿技术技能”为主

题，旨在推动金砖国家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发

展贡献力量。

大赛重点围绕动力电池系统装配测试和

故障诊断维修两个竞技模块，以院校为单位

组队，分设学生组和教师组两个不同赛制小

组。来自全国 10 个省份的 42 支参赛队、109
名选手相聚长春，同场竞技。经过比拼，长春

职业技术学院师生 4 人同获该赛项一等奖，

学校荣获最佳组织奖和突出贡献奖。

“此次大赛对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

协同创新，乃至加强职业教育师生国际合作和

人文交流，有着积极意义与深远影响。”教育部

中外人才交流中心原副主任杨晓春说。

11月 8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都社区居民通过“医保驿站”购买药品。近来，绍兴
市医保局联合药企建设集24小时医保购药与医保业务办理为一体的自助服务驿站，方便居
民享受自助购药、办理医保事项、线上咨询等服务。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