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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铁生产线走出后，职工们以“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倔强，在各个新岗位上展现着新作为

画出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同心圆”

心路G

读者来问

“惠企先锋”党建品牌服务企业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通

过打造“惠企先锋”党建品牌，实现服务企业“零距离”，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西宁市城西区不断探索“惠企先锋”党建品牌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新路径，将职工群众微心愿、助企纾困、包保工作的

问题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认真开展圆梦微心愿、文明

创建、承诺践诺等服务，不断完善优化服务职工群众和企业的

工作流程，用心用情解决企业职工“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

政府服务功能。同时，通过打造“惠企先锋”党建品牌建立完

善城西区总部经济发展服务体系，吸引科技创新、金融保险、

信息服务、外贸流通等区域性和职能型企业在总部落户。创

新政企联合招商模式，开启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共创双赢的

招商“双引擎”模式，开展线上线下“云展示”“云论坛”“云推

介”“云招商”专项推介活动，攒足商圈楼宇经济蓬勃发展后

劲。此外，城西区通过打造“惠企先锋”党建品牌，持续将招商

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提升、优化服务、平安建设等

工作结合起来，全力栽好“惠企”梧桐树，支持引导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调查显示，超 8 成受访者购买汉服的原因是喜爱中华传统文化——

国潮国风缘何走红青年朋友圈？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讯（记者李昱霖 通讯员牛卫

星 余天门）河钢集团承德钒钛冷轧事业

部党委的“红旗飘扬在产线·党员示范在

一线”党建品牌，引领党员从提升作业

率、优化生产组织、设备稳定运行、力保

合同兑现率、加强外围保障五方面发力，

使酸洗产线生产能力远超机组设计产

能。为了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集团党委把 1800 余个基层党组织

“建在网上”，把 3.7 万余名党员“连在线

上”，充分激发了党建工作新动能。

在党建工作中，集团党委把握党的

领导与企业发展两个规律，着力抓好 5

个融入、提升 5种力量、争当 5个先锋，从

而构筑起以“五融五力五先锋”为核心的

“钢铁先锋”党建品牌工作体系。

据了解，河钢集团及二级、三级共

194 家公司全部完成“党建入章”，整体

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确保在党的

全面领导下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切

实做强做优做大。

河钢集团党委坚持把生产经营作为

党组织发挥服务作用的主战场，以党的

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为着力

点，将党建工作打造成为企业价值链上

的重要一环。河钢推进低碳绿色发展，

完成了唐钢、石钢区位调整，大力推进邯

钢老区、张宣科技转型升级；锚定技术升

级目标，结合河北国企研发投入“3 年

上、5 年强”行动方案，持续加大战略研

发经费投入，突破核心技术。

“十三五”以来，集团牵头和参与制

定 97 项国家、行业标准，荣获 113 项省

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截至 2021 年拥

有专利 6093 项；服务国际化发展战略，

将河钢塞钢打造为“一带一路”建设样

板工程，成为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

力量。

记者了解到，在党建工作中，河钢

集团还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用人机制和

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干部创新

力和职工凝聚力。在集团子分公司两

级领导干部中，“75 后”“80 后”占比为

28%，并通过市场化手段，引进技术研

发、国际贸易、资本金融等高端急需人

才 300 余人。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方

针，在共创企业价值、共享发展成果中提

升员工荣誉感的同时，河钢集团构建与

企业发展战略一体推进的职工队伍建设

工作体系，连续 6 年代表中国参加世界

模拟炼钢大赛，4 次夺得世界总冠军；创

新实施企业综合治理 4级网格化管理新

模式，直抵班组最基层，3 年来共为职工

办实事 2130余件。

把基层党组织“建在网上”，

把党员“连在线上”

“钢铁先锋”激发工作新动能

本报记者 尹晓燕

如今在公园里、大街上，总能看见年轻人

身着传统服饰，或拍照或笃定行走。国风热

出圈的同时，也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一种

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真正融入生活。

一份最新调查显示，2021 年，我国新汉

服 行 业 市 场 规 模 为 1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文化属性是吸引消费者的最主要因

素，85.5%的受访者选择购买汉服的原因是喜

爱中华传统文化。

近年来，国风音乐、国潮服饰、国风类综

艺节目……不少国潮品牌逐渐成为人们的心

头好，并旋风式的席卷年轻人市场。调查表

明，有超七成的国潮消费者是 90 后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开始回潮传统文化。

除了服饰，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国风、国潮

已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热门关键词。某票

务平台数据显示，昆曲《牡丹亭》2021 年前三

个季度演出场次较 2018 年全年已翻倍；2021

年仅上半年相声演出场次已超 9000场；用舞

蹈演绎《千里江山图》的舞剧《只此青绿》更是

一票难求。在传承中创新的“曲苑杂坛”不只

是父母的审美，也是当下年轻人的新宠。

年轻人喜欢的非遗文化、国潮、国风，在

文创潮流趋势下，正在以时尚文化的形式走

进当下年轻人的生活。

在意大利学习服装设计后回国创业的设

计师丁瑜对此感触颇深。近两年，到他们工

作室咨询和设计制作旗袍、中式服装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是双向互进

的。一方面，传统文化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追

捧；另一方面，年轻人既是接受者又是创作

者，他们在助推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赋予传

统文化更多新的时代气息。”丁瑜说。

非遗、国潮、国风等传统文化，为什么深

受年轻人喜爱？专家表示，青年对于国风文

化潮流的喜爱和追逐，实质上是其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日益提升的现实表现。在追逐、

热捧这种借以时尚、文创形式流行的传统文

化中，体现出了年轻人的自我风格和生活态

度，获取了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同

时，在这种潮流风尚中，融进了社会热点、时

代价值精神，最终年轻人寻找到了一种“精

神的契合”。

这一代年轻人在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

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成长起来，不仅眼界开

阔、对新生事物接受度更高，而且拥有平视

世界的底气和更为坚定的文化自信。他们

不盲从外国品牌，乐意接受本土品牌，并以

此为傲，愿意通过社交媒体等分享自己的审

美偏好。

文化自信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

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

力的坚定信念。北京一位高校思政教师认

为，随着我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人

们开始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引发

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增强着

“文化自信”。

而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传播，使

这种文化传承活了起来，成为社会大思政课

的关键一环，比起书本上的刻板知识和老师

的说教更打动人，更容易入心入脑、浸润心

灵，也就更易被年轻人接受认可。

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这是传统

文化成为时尚的依据和基础。丁瑜建议，非

遗、国潮、国风等传统文化，应该多利用新型

文化的形式，借助融媒体技术，经过文创开发

增加时尚文化元素，让它们带着时代的精神

趣味、审美风尚和文化温度，走向大众，走向

年轻人。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张洪雷

2017 年 7 月，济钢产能调整，关停了 650
万吨钢铁产能。摆在这家 1958年建厂、鼎盛

时期年产钢达 1200 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面

前的，是需要安置的 2万多名职工。

关停规模大、安置人数多、安置期短……

济钢集团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带领职工开启

二次创业，从“靠钢吃饭”到“无钢发展”，闯出

了一条传统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路子，画

出了企业与职工共同成长的最美“同心圆”。

“技术专家”走上“营销路”

记者见到姜和信时，他正趁午休时间在

工作室“鼓捣”设备。戴着眼镜的他一身洁净

工装，很难将这位全国劳模与“营销人”联系

在一起。

前不久，姜和信带领的团队研制成功了

一台机器——焦炉小烟道巡检喷补作业车

组。姜和信将这台机器带到全国钢铁产业新

技术新装备展洽会上做了演示推广，许多企

业留下联系方式，主动提出合作。

姜 和 信 1985 年 进 入 济 钢 任 电 工 班 班

长。在平凡的岗位上，他获得了许多荣誉。

1999 年，第一套国产化的干熄焦装置投产，

这套设备从设计到制作到维护，由姜和信团

队完成，为在全国推广干熄焦技术起到了示

范及推动作用。2010 年，姜和信被授予全国

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按照当时企业内部职工安置政策，姜和

信可以享受提前退休待遇，多家企业也向他

抛出“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留在济钢，与企

业一起转型，选择从零开始。

在济钢党委、工会的组织下，由瑞宝电气

接棒，将原炼铁厂姜和信创新工作室的 5 名

成员重新组织到一起，再次擎起创新的大

旗。工作室关注的业务，也从钢铁产线转至

更大的市场。姜和信的工作也随之从幕后走

向台前——不仅要研发制造产品，还要全国

各地跑销售。

“技术专家”走上“营销路”，全国劳模的

光芒并没有使转型之路变得平坦。起初，姜

和信在市场上四处碰壁，一度变得沉默寡

言。“有时候在企业推广一上午，连口水也喝

不上，尽管自己感觉产品已经非常完美，但对

方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效益，姜和信与徒弟们在搞生产研发的

同时，学习起了市场营销。他带着产品搞“活

动”——让客户先免费试用，不满意无条件把

设备拆回。

梅花香自苦寒来。近年来，姜和信带领

团队研发出的干熄炉内窥摄像装置、危险废

渣焚烧等装置设备，受到了市场高度认可。

从“挥汗如雨”到“西装革履”

10 月 25 日，在济钢创智谷办公楼前，一

身灰色西装的李宏伟正通过电话与同事沟通

工作。每周一，都是他最忙的一天。

等待的间隙，记者从创智谷办公楼前往

东望去，已经关停的原济钢 3200立方米高炉

映入眼帘。李宏伟指着远处的高炉说：“2009
年，济钢新上了这个 3200 立方米高炉，面向

社会招工，当时我就是为服务这个高炉进入

了济钢。”

刚进厂时，李宏伟是一名高炉皮带工，在

距离 3200立方米高炉数百米远、高 38米的高

炉料槽上为高炉运送烧结矿、球团和焦炭。

钢铁主业关停后，济钢 40岁以下的青年

职工达 6000多人，李宏伟就是其中一员。

为了帮助他们转型，济钢集团积极搭建

职工创新创效的实践平台，成立“创智谷”攻

关“双创”，同时接纳职工的创业项目。李宏

伟和 20 名同事转到济钢创智谷科技服务分

公司，从事创业项目孵化。

“孵化器”“众创空间”虽然很火，但对从

钢铁生产线转型而来的李宏伟而言，却是“一

提起来就有点怕”的陌生领域，“到底该怎么

干，没有任何经验”。

李宏伟和同事先后前往杭钢、宝钢等企

业取经，到省内外十余个园区、基地进行交

流学习，最终将“创智谷”定位为济钢转型发

展的动力源、区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赋能

中心。

目前，“创智谷”对接的项目已达 800 余

项，入驻企业从最初的 11 家增长到近 200
家。其中，济钢职工创业项目就有 50 多个。

入驻企业年产值已超 5 亿元，带动社会就业

500余人。

“大不了从头再来”

“干了十几年的工作，突然就没有了，不

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是济钢职工陈书

超 2017 年 夏 天 的 切

实感受。

5 年 后 ，2022 年

的夏天，一条“济钢再

次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正走向二次辉煌之

路”的内容刷爆了济钢人的朋友圈。

腾笼换鸟、爬坡过坎，最难的就是克服动

能不足、效率不高、机制不活。“创造的点在

哪？创新性的点在哪？创造的价值在哪？”济

钢集团每季度都会召开一场评审会，多个领

域专家针对 22 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完

成目标任务的情况，进行“创新”和“价值”两

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如今，济钢围绕着数字信息产业、智能制

造产业、现代服务三大产业领域聚焦发展。

掌握了空间行波管制造等一批核心技术能

力，产业结构实现了多元发展。2021 年，济

钢 营 业 收 入 达 到 377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28.66%，产值超过了停产前的水平。

对创新的孜孜追求锻造了新济钢，也渗

透进每一位济钢职工的精气神。

曹义是济钢的“钢三代”。在企业关停钢

铁主业时，他感到自己“像一个突然失去家的

孩子，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职工分流后，曹义成为济钢鲍德汽运

公司的一名钢贸业务员。汽运公司对新上

岗的人员实行以老带新制度，他跟着一位

从事钢贸工作多年的同事开始跑业务。为

了做好业务，他记住了产品的各种型号、用

途、价格、质量标准、贸易规则等，把创新精

神贯穿工作全过程，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新

公司的“服务明星”，并被任命为区域业务

主管。

如今的济钢，蹚出了一条传统企业新旧

动能转换，与城市相融共生发展的新路。济

钢职工从钢铁生产线走出后，以“大不了从

头再来”的精神，在各个新岗位上实现了人

生价值。

监督常态化筑牢“安全网”
本报讯 为保障生产经营安全，国网徐州铜山供电公司发

挥工会组织作用，构建“制度、队伍、巡视”“三位一体”劳动保

护联合监督常态机制，助力企业筑牢安全防线。

该公司在劳动保护等维护职工利益工作中，积极与安监、

运检、营销等业务部门沟通，围绕春检、秋检、度夏、度冬期间

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建立工会劳动保护联合监督工作制度，

出台专项方案，明确劳动环境、现场管理等多项监督内容和巡

视范围、工作职责、保障措施，形成科学严谨、协同高效的制度

体系。同时构建公司、分工会、工会小组三个层级的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网络，组建由熟悉安全、运检、消防知识的专业人员

和分工会负责人组成的劳动保护特约监督员队伍，通过安规

学习、专业考试、技术比武等方式，多渠道、多方式开展业务培

训，提高人员综合素质，以适应监督工作需要。对作用发挥比

较突出的人员给予适当奖励，有效调动监督人员的积极性，既

维护了职工利益，也达到提升监督工作质效的目的。半年来，

该工会先后开展巡视活动 5次，涉及 7个班组、4个现场，发现

问题隐患 12 条，督促解决 8条，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

了企业生产经营安全。 （刘金梅 郝嘉铭）

您好，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有什么不高兴都写在

脸上。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一味忍让，不发脾气，那么别人

看到的是你的委曲求全，也会利用这一点得寸进尺。可

是，实际工作中同事总说我难相处，其实我只是真性情，

不想太委曲求全，这样也有错吗？ 陕西 金茹

金茹您好：
“做自己”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理想，这话听起来很

燃，但在职场上，将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的“情绪自由”

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工作中带有私人情绪，容易给人留

下一种蛮不讲理、不专业的印象。

在职场上提倡的是对事不对人，工作是工作，私人情

绪是私人情绪，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说的是你的

生活 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 90%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其中所提到

的“反应”，其实指的就是人们应对事情时的情绪。

这一观点认为，很多情况下，人生中之所以会出现很

多糟糕的事，不顺心的太多，其实并非生活有意刁难，而

是人们应对 10%的事时反应不对，处理的方式不正确。

尤其是愤怒的情绪，不仅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同时也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可能让你错失很多很好的机会。

情绪自由并不是不能实现，适度表达自己的不满完

全没问题。但对于职场中人，愤怒、激烈的表达方式，则

大可不必。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事情和问

题时，如果习惯率性而为，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情绪，不会

控制，任由情绪挂在脸上，结果往往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就需要很好地控制自

己的情绪。能够一分为二看待问题的职场人，往往具备

一定的自省能力。很多时候，一般人只能看到自己眼前

的，认定自己就是对的，对方一定是错的。这时，不妨跳

出自己的思维框框，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想，为什么对方会

这样做，这样想而不是那样做、那样想？多做这样的练

习，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洞察。

当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对方的立场和出发点，就能帮

助自己更好地找到调节情绪的方法，化解不满和委屈，实

现属于自己的“情绪自由”。希望你多练习，找到好的途

径，早日摆脱这种纠结。 蓉娟

暖心聚“新”行动关爱新就业群体
本报讯 日前，江苏苏州昆山启动实施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党建暖心聚“新”行动，全面加强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政治

引领、团结凝聚、关心关爱。

该市制定实施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施

意见等系列文件，设立“廉思教授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创

新工作室”，聘请 7 名党建工作特邀专家指导员，不断提升党

建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健全完善“阵地+项目+服

务”的全方位关爱帮扶体系，进一步惠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整合 1100多个先锋阵地服务资源，遴

选打造 30 个枢纽型示范阵地，上线运行“党建地图”小程序，

实现阵地资源“一键介绍、一键分享、一键导航”，打造“15 分

钟党群服务圈”。联合市级机关部门、市属国企实施 10 个党

建重点项目，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学历提升、技能培训、

健康管理、金融服务、困难帮扶等 60 项专属特惠服务，不断

提升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入开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先

锋“十带头”实践活动，团结引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投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荣誉感

和归属感。 （岳瑛）

专家心解

再出发，转型中的暖心故事⑤

职场“情绪自由”能实现吗？

工作中提倡对事不对人
阅 读 提 示

在关停钢铁主业时，职工感到自己“像一个突然失去家的孩子，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带领职工开启二次创业，从“靠钢吃饭”到“无钢发展”，闯出了一

条传统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路子，画出了企业与职工共同成长的最美“同心圆”。

11月11日，嘉兴市省身教育集团光明小学美术社团学生在环保袋上绘制宣传画。今
年以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餐饮企业和村
社文化礼堂家宴中心，开展“公筷公勺”示范街区创建、“光盘行动”主题宣传、校园公益环保
袋绘制等主题活动，倡导节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