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海南文昌1月 15日电 （李

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了解到，1月 15日，天舟七号货运飞

船与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

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

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

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将于近

日择机实施发射。

2023 年 12 月 21 日，执行天舟七

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

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与先期运

抵的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一起开展发射

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天舟七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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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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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 16日

出版的第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

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思想》。

文章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

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

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

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

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

史性成就，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

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

文章指出，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的

最大成果，就是在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括起来有以

下 12个方面。第一，必须充分发挥统一

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统一战线是党克

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

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现在，统

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

要了。第二，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

题。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

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

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

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第三，必须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

是 要 坚 持 求 同 存 异 ，发 扬“ 团 结 － 批

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

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

最大同心圆。第四，必须坚持好发展好

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一战线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推动多

党合作展现新气象、思想共识取得新提

高、履职尽责展现新作为。第五，必须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

族工作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民族团结之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各民

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高度认同，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第六，必须坚持我国宗教

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

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七，必须做

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充

分尊重是前提，加强引导是关键，发挥

作用是目的。（下转第 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4 日向丹麦新任国王腓特烈十

世致贺电，对腓特烈十世即位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建交 74年来，中丹关系

取得长足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人民间友谊愈发深厚。我高度重视中

丹关系发展，愿同腓特烈十世国王一道努

力，推动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同 日 ，习 近 平 还 致 电 退 位 的 丹

麦前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问候和

祝福。

习近平致电祝贺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即位

本报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 者 郑 莉

郝赫）全国总工会今天在京召开工会驿

站双 15 工程总结会议，对下一阶段工会

驿站建设作出部署。会上，全总明确了

2024 年工会驿站新的双 15 目标，即推树

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打造

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 24 小时智能化驿

站。同时，全总决定，将每年 1 月 15 日设

为“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呼吁社会

各界关心关爱户外劳动者，更好落实落

地“工会小站，贴心大爱”。全总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户外劳动者为经济社会发

展和个人家庭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全

总和各级工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工会驿站建设作为服务户外劳动者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有力抓手和重要途

径，推动双 15 工程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

成。注重凝聚整体合力，加强与政府部

门、企业、社会机构、公益组织等的多方联

动，推动驿站建设纳入工会与政府联席会

议专题研究、地方党政年度目标考评体系

和工作计划；注重提升服务水平，坚持“民

有所盼、我有所应”，在提供饮水、热饭、应

急简易药品、休息等服务基础上，开展送

温暖、送清凉、送文化等活动，打通服务户

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多角度宣传推

广，大力推树最美工会驿站，提升工会驿

站的知晓度、认可度，让更多户外劳动者

了解驿站、走进驿站。

会议强调，全总和各级工会将紧紧

围绕职工需求，整合更多资源，提高服务

水平，在各地建设推树更多最美工会驿

站，在户外劳动者集中的区域建设智能

化工会驿站，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开放。

同时，以设立“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

为契机，形成宣传矩阵，营造浓厚氛围，

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及时了解和享受工会

驿站服务，把工会驿站打造成为服务职

工的“亮丽品牌”。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杨宇栋主持

会议。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朱建平宣

读《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对在推进双 15工

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通报》。会上还通报了工会驿站微视频短视频

展播展映活动评选结果。

会议由全国总工会、中国邮政集团、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联合主办，在各地

设视频分会场。安徽省、河南省、四川省、天津市西青区、宁夏石嘴山市等总工会，

以及上海拉扎斯（饿了么）、中国银行、中国邮政等单位交流经验做法。

2023年 7月，全总启动双 15工程，提出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努力实现 2023年底

全国工会驿站达到 15万个，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城市重点区域基本实现工会驿站 15
分钟服务圈交叉覆盖的工作目标。目前，全国已建成工会驿站 18.42万个，覆盖服

务职工群众 1.47亿人。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您好！这里是 12351 工会服务职

工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是司机姚成，公司老板和队长克

扣我的工资，想请工会帮忙……”

近日，接到北京职工姚成的诉求

后，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的工作人

员立刻填写诉求办理单，并派单给北京

市大兴区总工会，区总工会权益部快速

与公司核实。公司获悉情况后，安排人

员及时解决，分两次给姚成补发工资

2100 元。热线工作人员联系姚成，姚成

确认所欠工资已结清，并向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这是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全总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全面建成运行后，

给北京市总工会派单解决职工实际问

题的一个案例，也是 12351 北京市总工

会服务职工热线实行“受理—派单—

办理—回复—反馈—回访”工作流程，

及时回应职工诉求、解决职工忧困的

一个缩影。

据了解，12351 北京市总工会服务

职工热线于 2009 年正式开通，日均受理

职工来电诉求从最初的 10 余件增加到

如今的 300 余件。热线“365 天，7×24 小

时”全年不断线，截至 2023 年 12 月，累

计受理职工诉求 151 万余件，其中直接

答复 134.5万余件，派单 16 万余件，办结

率 100%。

（下转第 2版）

12351北京市总工会服务职工热线完善“受理—派单—办理—回复—反馈—回访”流程

24小时服务职工“不断线”

本报讯 （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祝

盼）日前，陕西省西安市总工会与西北政

法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建立“劳动争

议多元化解协同创新中心”。这标志着

西安市总探索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开

创了“工会＋高校”新模式。

据了解，该模式将高校智库资源引入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实践，由西安市总与西

北政法大学围绕工会法律人才和工会劳

动争议调解专业队伍培养、劳动争议典型

案件分析研讨、劳动保障政策研究等领域

开展合作。

为此，西安市总聘请了西北政法大学

5名专家教授作为特邀研究员，参与劳动

争议典型案件研讨和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

制建设工作的相关课题调研；西北政法大

学聘请了碑林、雁塔、灞桥、未央 4个区的

工会主席和西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梁文洲等 5人为实务导师，为相关专业研

究生提供专业实践指导。

“该创新中心以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智力支持为重点，将充分发挥工会组

织与高校各自优势，探索工会法律人才

和劳动争议调解专业队伍的多元化立体

培训模式，推动西安市工会参与劳动争

议多元化解工作实践与教学科研的良性

互动、优势互补。”西安市总工会常务副

主席王雷介绍。

近年来，西安市总按照“预防为主、调

解优先、多方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思

路，着力打造“工会＋N”劳动争议联合调

处闭环机制，为职工提供“一站式”全链条

的维权服务。其中，“工会＋司法”机制，

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安排专业律师在职工

服务窗口提供法律服务，在市、区两级工

会成立了“西安市工会职工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工会＋人社”机制，西安市总与

市人社局联合挂牌成立西安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驻市总工会仲裁庭、市劳动人

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创新设立农民工维

权仲裁庭，在部分区、县先后成立“工会＋

人社”裁前调解工作室，组建完备的调解

员队伍；“工会＋法院”机制，与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推进“工会＋法院”诉调对接

工作，全市所有区、县均成立“工会＋法

院”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

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薛振虎表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

协同创新中心”为西安市总“工会＋N”

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又增加了新

助力。要立足职工需求，注重强化源头

参与，有效加强法治宣传，用心做好法律

服务。要完善制度机制，积极主动作为，

运用好“一函两书”，加强与法院、司法、

人社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推动工会工作

法治化向基层延伸、向一线发力。

西安市总探索“工会＋N”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模式

“工会+高校”助力调处矩阵“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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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郝赫

郑莉）工会驿站双 15工程既定目标任务

顺利完成！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今天召开

的工会驿站双 15工程总结会议上获悉，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工会驿站 18.42万

个，覆盖服务职工群众 1.47亿人，日服务

户外劳动者 327 万人次，年服务突破 10
亿人次。

工会驿站是全国总工会组织建立

的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

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交通警察等

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如厕、饮水纳凉、

餐食加热、驱寒避雨、手机充电、读书

阅览等一站式服务站点。2023 年 7 月，

全国总工会启动双 15 工程，明确提出

在原来工作基础上，努力实现 2023 年

底全国工会驿站达到 15 万个，在全国

主要城市和城市重点区域基本实现工

会驿站 15 分钟服务圈交叉覆盖的工作

目标。

据了解，双 15 工程启动以来，全国

各级工会新建工会驿站 6.25 万个，其

中包括 24小时智慧驿站 1584个，新增

资金投入 4.5 亿元。工会驿站已在百

度地图、高德地图及工会 APP 等上图

39.37 万个点位，覆盖全国 368 个城

市，日搜索量 102万次，基本实现已建

工会驿站全部动态上图。

值得关注的是，全总和各级工会

把驿站建设作为履行维权服务基本

职责的有力抓手和重要途径，指导各

级工会加强与公安、交通、金融等单

位合作，撬动政府部门、企业、社会机

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等多方资源参

与建设，加速构筑“聚点成网”工作格

局。在提供饮水、热饭、应急简易药

品、休息等服务基础上，不断提升工

会驿站服务职工质量水平，因地、因

时制宜，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文化

等活动，帮助广大户外劳动者解决实

际困难，打通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的

“最后一公里”。

全国已建成工会驿站18.42万个

这是 1 月 15 日拍摄的江苏省南京
市江北新金融中心一期项目施工现场。

当日，在江北新金融中心一期项目
施工现场，承建方中建三局运用“空中造
楼机”进行项目封顶前的最后一次顶升
作业，各项施工稳步推进。该项目建造
采用智能集成“空中造楼机”，提高了高
层建筑施工的机械化、智能化及绿色施
工水平，让“高空作业”变为“室内施工”，
施工效能提升约20%。

据介绍，“空中造楼机”是中国自主
研发的设备平台及配套建造技术，是智
能控制的大型组合式机械设备平台，质
量优良、周期可控、成本经济、绿色环保
的现浇装配式建造技术。目前，该技术
先后应用于多个超高层地标建筑。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空中造楼机”助力
智 能 绿 色 施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