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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的时代意义及宣传方式研究》（北京市

总工会研究室）

2.《智能制造背景下“数字工匠”培

育的价值旨在与现实路径》（秦婷、赵晨

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工

人出版社）

3.《从“上海师傅”到“大国工匠”：

工匠传承的上海探索》（郭秋萍，上海工

会管理职业学院）

4.《加强数字工匠人才队伍建设，

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福建

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

5.《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荆楚篇章》（陈惠霞，湖北

省总工会）

6.《建设制造强省背景下广东工匠

技能人才面临的困境和突破路径研究》

（王贯军，广东省总工会）

7.《关于新时代工匠人才培育选树

礼遇机制的思考——基于四川省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及各级工匠选树实

践》（高永飞，四川省总工会）

8.《路易·艾黎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

教育价值研究》（张建红，培黎职业学院）

9.《践行“毛泽东号”精神，争当新时

代工人阶级的“火车头”》（刘钰峰，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机务段）

10.《“三高”赋能，淬炼铸造大国重

器的航天工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工会）

二等奖

1.《工匠型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

困境及路径探析》（赵靖芝，北京市工会

干部学院）

2.《健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六大体系”，加快建设宏大的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河北省总

工会）

3.《设立“中国工匠节”，弘扬工匠

精神》（陈凡、陈佳、程海东、闫研，东北

大学）

4.《积极营造工匠人才充分涌流的

人才环境》（孙贺、张雅琼，吉林大学

劳动关系研究院）

5.《赋能产业工人，铸就“大国工

匠”》（黑龙江省总工会）

6.《江苏“数字工匠”高质量培育的

实践探索——基于江苏制造业优势产

业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调查》（江苏省

产业工人发展研究中心）

7.《工匠学院建设的几点思考》（林

辉，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

8.《弘扬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匠

人”》（安徽省总工会）

9.《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打造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山东省总工会）

10.《打造思想政治引领高地，奏响

“三部曲”，让“三个精神”教育走深走

实》（客桂风，齐河县总工会）

11.《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赋能开封经济发展》（宋晓

炜，开封大学）

12.《以大国工匠擎起制造名城脊

梁——株洲工匠人才队伍建设的实

践与思考》（李余粮、杨正文，株洲市

总工会）

13.《深耕职业沃土，厚植工匠文

化 ——中国工匠文化的历史探究与弘

扬诠释》（杨通永，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

市总工会）

14.《打造技能人才培育“工”载体，

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匠”动能》（古

毅、唐御伦，重庆市总工会）

15.《关于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的思考与探索》（宁夏回族

自治区总工会研究室）

16.《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助推油田

高质量发展》（秦飞，中国石化西北石油

局有限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17.《牢记嘱托，彰显大国工匠在建

设航空强国伟大实践中的作用》（李清

堂，航空工业集团工会）

18.《加快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张

志忠，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

19.《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技能人

才工匠精神培养研究》（陈冀，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工匠精神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

径》（彭维锋、郭震，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三等奖

1.《自觉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做新时代的不懈奋斗者》（鲍

思明，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工会）

2.《汲 取 奋 进 力 量 、形 塑 精 神 内

核——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赋能“工匠之师”成长的价值向度》（张

慧、刘鑫琼，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3.《大力弘扬“三个精神”，深化开

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天津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4.《以工匠精神引领企业高质量发

展》（宋魅、王秀娟，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工会）

5.《高职院校视角下“工匠型”高技

能人才培养策略探究》（张宏伟，燕郊经

济技术开发区）

6.《浅析河北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

传承人工匠精神之内核特质和继承弘

扬》（赵书红，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7.《技能社会背景下工会培育工匠

人才的路径》（王文娟，山西省总工会干

部学校）

8.《工匠文化与农村小学劳动教育

的巧妙结合》（王丽娜，沈阳市法库县依

牛堡镇中心小学）

9.《技术赋能、跨界融合：新时代大

国工匠的技能新特质》（孙岩、邹卫民，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10.《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

精心打造“上海工匠”人才队伍》（上海

市总工会）

11.《汇聚各方力量、建优工匠学

院，为推动江苏省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

工匠人才》（张姿、李高祥，江苏省总工

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12.《建立“5+5”工作模式，以“创

新”筑梦，塑造大国工匠新时代风范》

（袁尹，徐工集团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13.《关于培养造就大国工匠、高技

能人才的路径选择》（钮友宁，江苏省总

工会）

14.《打造“浙派工匠”名片，推动劳

动者职业技能大提升》（浙江省总工会）

15.《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进高校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蔡

志良，浙江师范大学工会）

16.《创新工匠培育体系 助力打造

“工匠之城”》（项先贵，浙江省台州市总

工会）

17.《劳模精神引领大学生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吴兵兵，安徽工程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8.《构建工匠培育“四大平台”，锻

造新时代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陈海

涛、史秀波、岳惠玲、崔力元，烟台市总

工会）

19.《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

化，中原工匠队伍建设方兴未艾》（河南

省总工会）

20.《比较视野下的数字工匠人才

评价政策优化研究》（温演驰、李瑞华、

叶子，资本市场学院）

21.《弘扬工匠精神，以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李慕江，

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高新区）总工会）

22.《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潜心培育

时代新人》（王永强，重庆科技学院）

23.《坚持大视野大胸怀大手笔，让

工匠精神遍地开花》（陈金华，云南省曲

靖公路局）

24.《借船出海、惟实励新、笃行致

远——西藏总工会关于劳模创新工作

室管理工作的探讨》（刘争平、袁定国，中

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

院、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部）

25.《打造石油工匠成长通道，引

导青年一代融合成才》（周蓉、崔海玲，

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有限公司党委组

织部）

26.《以匠人之心，做匠人之事》（阎敏，

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27.《传承匠心技艺，奋进航天征

程》（惠泰龙、刘铭，航天科工三院）

28.《铸魂、炼术、聚力、传神——中

车唐山公司工会“四位一体”模式打造

中国高铁先锋》（郝倩，中车唐山公司

工会）

29.《分众化多媒体互动式宣传铺

就大国工匠的“星光大道”》（季秋富、田

徵，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工会）

30.《协同攻关、集智创新，以联盟

形式打造工作室联合创新新高地》（刘

云清，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

有限公司）

优胜奖

1.《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庞坤缺，北

京市工会干部学院）

2.《“首钢工匠”选树培养体系的探

索与实践》（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3.《大力弘扬“三种精神”，发挥“头

雁”作用，促进技能人才成长》（李长坤，

北京市公共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4.《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工匠人才培

养中发挥作用研究》（薛璐婕、邢若兰；

刘程程，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北京春

泽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与评估中心）

5.《劳模精神制度化建构的四维机

制及其当代发展》（刘佳，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6.《深化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创

建，为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

保障和智力支撑》（李晓伟，宝坻区总

工会）

7.《“整体谋划、借联并举、典型引

路”工作方法在工匠人才培养中的探索

与实践——以河北省地矿局为例》（王

玉芳、杜茂森，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地质工会）

8.《浅论工匠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

与实践路径》（杨国勇，河北正定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9.《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供电企

业营销专业劳模工匠人才培养策略及

实践》（霍振星、王敏鑫，国网邯郸供电

公司）

10.《凝聚匠心智慧、铺就创效之

路，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华北场景注入

强劲动力》（刘书华、贾新明、李冰、韩

明、戴林芳，华北油田公司工会）

11.《浅谈企业工会如何弘扬劳模

精 神 、劳 动 精 神 和 工 匠 精 神》（刘 亚

飞，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2.《工匠文化的诠释与弘扬——

以衡水本地工匠文化为例》（杨艳燕，衡

水市桃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3.《山西省产业工人队伍现状专

题报告》（山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14.《弘扬工匠精神，造就更多工匠

人才》（王建平，太原市总工会工运理论

研究中心）

15.《以弘扬工匠精神为抓手建设

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大军，为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

支撑》（刘荣、刘志雯、王毛毛，包头市

总工会）

16.《头雁领航、群雁齐飞——内蒙

古机场集团探索“首席”队伍建设》（王

彩军，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7.《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向纵深发展》（于长远，辽宁省

总工会）

18.《立德铸魂，让“三个精神”融入

高校“大思政”工作格局》（于昕彤、沙海

影，东北大学）

19.《聚焦工匠人才素质整体提升

构建工匠人才培育成长体系》（李思睿，

沈阳市总工会）

20.《关于传统铁匠现状及未来规

划的研究》（刘慧，沈阳市法库县依牛堡

镇中心小学）

21.《着力构建“466”劳动和技能竞

赛工作体系，持续探索深化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新举措》（丛日辉，大连公共

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的必要性及实现路径》（计

爽，吉林省工运研究所）

23.《说匠》（赵彦淇，吉林森工绿色

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全力

打造“铁人式”工匠人才队伍》（崔颖凯，

大庆油田工会）

25.《踏上技能成才康庄道，争做技

能报国逐梦人》（刘丽，大庆油田有限责

任公司第二采油厂）

26.《夯实产业工人发展保障机制，

助力上海工匠人才培养》（李梅、邹卫

民，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27.《勠力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带

领广大职工走向强富美裕的康庄大道》

（刘允侠，徐矿集团江苏华美热电有限

公司）

28.《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与工会工作的逻辑关联与实

践路径》（赵晨寅，浙江省总工会干部

学校）

29.《共同富裕背景下培育新时代

工匠文化的重要意义及实践探索》（章

婧、沈陈庚，杭州市总工会干部学校、杭

州市劳模工匠学院）

30.《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工作、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思

考》（练聿然，福建省交通运输综合保障

服务中心）

31.《关于深化新时代工匠学院建

设的探索与思考——以福州工匠学院

为例》（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32.《福安市数字经济产业职工队

伍建设的实践与探索》（郑庭辉、陈婷，

福安市总工会）

33.《关于健全完善工匠和技能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机制的探

索与思考——以三明“一龙头+四平

台”工匠孵化和技能人才培育工作机制

为例》（刘有端，三明市总工会）

34.《如何更好弘扬工匠精神》（郭

学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工会）

35.《构建新时代工匠培育机制的

探索与实践》（李长青、刘松林、李茂岭、

葛文京、崔中晔，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

36.《关于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

培育的思考》（韩丽雅、刘凯、王晓亮，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37.《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培育

路径探析》（鞠静雪，济南热力集团有限

公司）

38.《聚焦非公企业人才培育，为建

设新时代工匠城市提供人才支撑》（鲍

永翔、蔡晓林、秘建秀、徐君，滨州市总

工会）

39.《齐鲁工匠精神的内涵、培育困

境与培育路径》（王瑞，山东财经大学）

40.《大河筑匠心，以技图报国》（张

锋，东营市总工会）

41.《工匠杂谈》（石永亮，河南退休

职工）

42.《扛起新使命、打造新优势，建

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产业工人

队伍》（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工会）

43.《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

技能人才队伍》（马育国，郑州华润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

44.《聚焦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提升，

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王晶，中

原油田工会）

45.《推动全员素质提升，构建民主

和谐企业——浅谈新时代下国企工会

如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谢娟，宜昌兴

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46.《深学细悟笃行新思想，努力培

养造就一支适配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杰

出工匠人才队伍》（黄革跃，湘潭市总

工会）

47.《新时代劳模工匠进校园的实

践探索与创新发展》（朱志惠、杨涛，广

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中共广州市委

党校）

48.《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奋力书写新时代金融报

国的美好答卷》（广发银行机构客户部）

49.《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产业工人大军，更好发挥建设新时

代壮美广西主力军作用》（徐健、苏秋

燕，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干部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新时期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组）

50.《以工匠精神讲好工匠故事——

探析新时代下地市级党媒如何做好工

匠文化的诠释与弘扬》（杨青，钦州新闻

传媒中心）

51.《精培细育植匠心，在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中彰显工会作为》（谢伟，儋

州市总工会）

52.《打造工匠人才协同培育体系，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俞浪浪，重庆市渝北区委组织部）

53.《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我对工匠

文化的诠释》（单大国，沙坪坝区总工会）

54.《雅安“3+3+3”模式，加快建设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宋聃，

雅安市总工会）

55.《工匠文化的诠释与弘扬》（杜

娟，攀枝花市环境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6.《弘扬工匠精神，建好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高质量推动职工技

术创新工作》（吴家顺，贵州桥梁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57.《新时代弘扬“三个精神”重在

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李楠、

何冬梅，云南省总工会）

58.《践行工匠精神，争当推动林业

转型发展技术尖兵》（罗燕、李燕，普洱

市思茅区总工会）

59.《以工匠精神铸牢民族之魂》

（王桂，景东县社科联）

60.《匠心逐梦、强国有我——论工

匠精神的诠释与弘扬》（袁锦涛，西藏自

治区党委组织部）

61.《助工成匠、强边兴藏——西藏

工匠选树“12335”机制的实践探索》（王

政全、朱睿智、张晓诗、马玉婷、旦增罗

珍、伦珠群培、云旦平措，西藏自治区总

工会）

62.《打造金牌班组，培育工匠人

才》（严天池、闫海平，陕西工运学院）

63.《浅谈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在职工创新工作中的重要意

义》（贾利敏，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

64.《新 时 代 工 匠 精 神 ：溯 源 、传

承 与 弘 扬》（董 春 晓 ，铁 道 党 校 党 建

教研部）

65.《火箭院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实践与探索》（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工会）

66.《立足岗位，努力成为新时代创

新型技能人才》（陈曦，北京宇航系统工

程研究所）

67.《从工人到工匠：中国式现代

化背景下的技能转型与人才培养》（郭

启韬，中国航天科工第三研究院二三

九厂）

68.《论工匠精神推动行业发展的

深入思考》（秦世俊、门显睿，航空工业

哈飞）

69.《依托“技能专家工作室”建设，

打造人才强企工程新高地》（张峰、吴朝

全、史昆，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

70.《工匠文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

价值》（字林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九研究所工会）

71.《发挥工匠作用，深化劳模（工

匠）创新工作室建设，孵化更多优秀创

新成果》（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72.《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心培育

“长电工匠”，以工匠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赋能公司高质量发展》（张艳平，三峡集

团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73.《新时代创新工作室创建管理

研究报告》（吴松涛，中车常州车辆有限

公司）

74.《“产”出新动能，“改”出幸福

路》（张剑云，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

研究所有限公司）

75.《弘扬工匠精神，发挥工匠作

用，助力企业发展》（旷冬梅，中铁五局

六公司）

76.《发挥劳模工作室示范引领作

用的研究》（刘争平，中铁第一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院）

77.《多措并举强化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马聪，中交一航局三公司）

78.《基于 Z 时代员工成为主体、建

筑企业项目小型化、短期化背景下创新

导师带徒机制、夯实大国工匠培养基础

的路径探析》（刘永攀、宿圣军、马振飞、

孙一鸣、李明，中交一航局工会）

79.《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乔东、李海

燕，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方工业大学）

80.《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的路径探析》（罗荣波，中国工人出版社）

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暨大国工匠论坛组委会

2023年7月27日

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主题征文获奖名单
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筹备工作启动以来，组

委会开展的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 1027 篇。在组织专家评审的基础上，

经组委会复审、复核，评选出一等奖 10篇、二等奖 20篇、三等奖 30篇、优胜奖

80篇。现将获奖名单通报如下（按行政区划和单位序列排序）。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陈丹丹

编辑您好！
几年前，我自购了一套楼房，因长期

在外工作，不久前便委托中介对外出租。

随后，我与租客小李签订了租房合同。然

而，在查验身份证时，我发现小李还没有

成年。对此，小李自称还在上学，且父母

同意他出来租房，我就没过多在意。

后来，小李住了没几天就搬走了。

我去收房时，屋里一片狼藉，床和沙发

不翼而飞，家具、家电上到处是污物。

我当时特别生气，立刻联系了小李

和他的父母，要求赔偿损失。谁知道，小

李父母先是说不知道孩子租房，又说小李

是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签订的合同无效。

请问，我该找谁赔偿损失？

北京 沈先生

沈先生您好！
我国《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追认。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小李父母明

确表示对租房一事不知情，也不认可小

李私自与您签的合同，而小李依据合同

所应负担的义务显然与其年龄和自身

经济状况不相符。因此，您与小李签订

的租房合同并不发生法律效力。

此外，小李在房屋内居住时确实存

在不当使用的行为，他的父母未充分尽

到监护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并向您赔偿损失。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您在签合同

时明知小李是未成年人、双方所签的合

同存在无效的风险，且小李对房屋不具

备应有的管理和维护能力的情况下，仍

然选择将房屋出租给小李使用，您也应

对自身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东高村人

民法庭 李辉 王新

租房给未成年人 产生损失谁来赔

宁夏将实行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

法 问G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留守儿童之家里的法治课

7月 2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走进留守儿童之家，以
“反诈树防线 护航成长送平安”为主题，为留守儿童带来一场“法治课”。

本报通讯员 冯善军 摄

新华社银川 7月 26 日电（记者马

丽娟）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

境 厅 了 解 到 ，今 年 起 宁 夏 将 建 立 危

险 废 物 分 级 分 类 科 学 评 价 体 系 ，对

全 区 危 险 废 物 产 生 单 位 和 经 营 单 位

（不含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全面实施

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危险废物环境风

险管控。

根据宁夏生态环境厅日前印发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

理实施方案》，宁夏将根据危险废物产

生、贮存、收集、利用和处置情况，以及

各类危险废物危害特性、环境管理等指

标，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

环境风险评估指标，科学分级分类，划

分为极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和低

风险四个等级，并对不同级别企业实施

差异化管理。

方 案 明 确 ，对 极 高 风 险 、高 风 险

单位，宁夏生态环境厅每年开展督查

不少于 2 次，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对极

高 风 险 单 位 每 年 开 展 督 查 不 少 于 4

次、对高风险单位每年开展督查不少

于 2 次；对中等风险单位，宁夏生态环

境 厅 和 属 地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每 年 开 展

督查不少于 1 次。督查重点包括危险

废 物 贮 存 库 配 套 建 设 气 体 净 化 设 施

情 况 、排 污 许 可 证 监 测 方 案 执 行 情

况，企业编制危险废物专项应急预案

情 况 和 每 年 开 展 培 训 演 练 情 况 等 。

对于低风险单位，纳入“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