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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以前开过刀盘开挖直径 6.5 米的盾构

机，这次的‘运河号’泥水平衡盾构机刀盘开

挖直径 16.07 米，操作难度增加了很多。”8 月

21 日,在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盾构隧道东线

贯通仪式现场，27 岁的盾构机司机敖游对

《工人日报》记者说。

当天，随着国产首台16米级直径盾构机“运

河号”盾构机精准出洞，国家级创新工程——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盾构隧道东线贯通，标

志着国内在建最长盾构高速公路隧道全线

贯通。

从 2021 年 8 月开始掘进到如今贯通，整

整两年时间，敖游和他的班组与“运河号”朝

夕相伴。

“超大直径盾构机对地层扰动大，控制盾

构机行走路线也更难，操作起来要非常谨慎，

细致入微。”敖游说。长期的岗位磨炼，让这

个 27岁的年轻人脸上带着超越年龄的沉稳。

沿着铁梯下到地下 20多米的深处，走进

“运河号”盾构机的驾驶室，墙上有一大七小

共 8个显示屏，由此监控盾构机姿态、推进速

度、切口水压、同步双液注浆等一系列参数。

操作台上数十个按钮，分别操作主控系统、同

步双液注浆系统、泥水环流系统等。台前摆

放的三张椅子，分别是一主二副三位驾驶员

的座位。

敖游告诉记者，驾驶员分两个班，每班三

人，他就是其中一个班的班长，也是主驾驶。

每个班干 12小时，盾构机日夜连轴转。

“这个岗位不是单纯的累，是熬人。”敖游

说，干这个不能快，基本以每分钟两到三厘米

的速度掘进，面对不同的工程地质或构建筑

物下方时，要把速度控制到 1 厘米甚至几毫

米，这个时候更应该严格盯控设备参数，防止

出现突变。

最多的一天，他们两个班各干了 12 米，

一共 24米。单班最多的一次，干了 14米。

一点一点掘进，一点一点磨性子。敖游

说，他原来比较急躁，毕业 5 年来，在这个岗

位上磨啊磨，性子没那么急了。

“刚干这一行的时候，有新鲜感，觉得在

地下操纵盾构机挺有意思，但时间长了，总是

在地下，在狭小的驾驶室，还是有些压抑，也

比较枯燥，但是肩上有责任在，就会认真细致

地干好。”敖游坦言，做这份工作最重要的是

有责任心。

事实上，项目上挑选盾构机司机后备力

量的时候，也会选那些性格比较沉稳的年轻

人。王泽淇就是这样一位，这个高高壮壮的

小伙子操作盾构机非常仔细，水平也比较高，

深得班长敖游的信任。“我能干好，我喜欢干

这个。”24岁的王泽淇笑着对记者说。

枯燥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亮点的时刻。比

如，出现故障时，通过及时检修并恢复掘进，

那时候的敖游就很开心。此外，还有两个班

组之间的“小攀比”。“你们班晚上干了 12米，

我们班在早会上就会说，咱们今天白班也要

争取再干 12米。”敖游说，这种竞争也是彼此

鼓劲的一种方法，让单调的工作变得有趣一

些，“而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就是安全

高效保贯通”。

如今，这个目标实现了。敖游和王泽淇

不仅“很开心”，也“很骄傲”。

据了解，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是落实新

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重大工程。建设者

将东六环局部段引入地下建成隧道，地上留

出空间用于打通城市断路、促进产业发展并

规划大型公园，通过“缝合城市”促进北京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和京津冀区域交通协

同发展。

为打赢这场“地下攻坚战”，我国企业自

主研制了单台总重量达 4500 吨、长约 145 米

的“京华号”和“运河号”盾构机。研发人员先

后攻克 10余项核心技术难题，其中超大直径

盾构隧道同步双液注浆技术填补行业空白，

大幅提升隧道的稳定性和防水质量，实现了

“隧道零渗漏、地面微扰动、施工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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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数据显示，咖啡消费市场进一步下沉，小镇咖啡热度不断高涨，消费新业态进入县域

后，也为许多打工者带来“家门口”就业的新选择。

广西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286.44万人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蒋少萱）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截至 7月底，广西全区脱贫人

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务工规模达 286.44 万人，完成

目标任务的 106.8%。

为推动脱贫人口实现稳岗就业，广西各部门通力协

作，持续优化政策落实，开发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智慧管理

系统，构建“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就业帮扶模式，累

计推送岗位政策信息 377.99 万条，帮助 266.62 万人稳定

就业 6个月以上；全区优化就业补助程序，发放交通补助

75.32 万人、劳务补助 18.19 万人，同比增长 57%、148%。

截至 7月底，全区跨省务工脱贫人口达到 122.28万人，同

比增加 4.06万人。

同时，全面深化劳务对接机制，积极对接广东劳动密

集型企业，完善粤桂用工信息共享，促进人岗匹配。今年

通过粤桂协作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 69.79万人，其中脱贫

劳动力 25.6 万人。今年新增广东落地投产企业 267 家，

共建 39家稳岗就业基地，带动帮扶车间 380家，吸纳脱贫

劳动力就业 1.17万人。

广西还持续开展重点地区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在重

点帮扶县、易地搬迁安置区等重点区域建设零工市场，全

区 153 家零工市场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50 万个，带动

就业超过 8 万人；在重点帮扶县开发乡村振兴村级协理

员岗位，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已招用 4896名协理员，其

中脱贫家庭子女 1396名，促进青年群体充分就业。

此外，探索“企业+就业帮扶车间”模式，建立区域性

就业帮扶车间联盟，推动车间转型升级，全区 4302 家就

业帮扶车间共吸纳脱贫人口 6.09万人就业；加强规范化

管理，围绕乡村建设需求开发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全区

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 26.65万脱贫人口。

青海建筑工人同台展示技能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省级技能比赛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

艺的平台，在属于建筑工人的舞台上，大家都

拿出真功夫，亮出新绝活。”参加青海省建筑

业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中建八局西北公

司砌筑工高小峰说。

8月 18日，青海省第十九届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暨全省建筑业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

西宁曹家堡机场三期中建八局项目工地开

幕，来自全省各地 41家建筑业企业的 20支代

表队参赛，经过层层选拔，共选派出 182名职

工同场竞技。大赛设立砌筑工、塔吊司机和

信号司索工 2个工种，由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

实际技能操作两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操技

能分别占总成绩的 30%和 70%。

“通过举办技能大赛全面检验全省行业

建筑工人岗位练兵成果，对进一步提高工程

质量、促进建筑行业人才培养、推动全省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青

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熊

士泊说。

根据大赛规则，获得本次大赛两个工种

比赛第 1 名的建筑工人，将被授予青海省单

项工种“技术状元”称号，获得各工种决赛前 3
名和获得决赛总人数超过 25人工种前 6名的

建筑工人，将被授予“青海省技术能手”称号，

并晋升为技师。近年来，青海按照品牌化思

路做细做实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工作，确定青

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 13 个建筑工人培训

基地。今年，已累计培训行业建筑工人 14637
人，有效提高全省行业建筑工人市场竞争能

力和就业稳定率，大力推进建筑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

江西“五个一批”保持脱贫人口务工稳定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近日，记者从江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该省聚焦脱贫人口等困难群体就业，

建立困难人员就业动态台账，实行“一对一”就业帮扶，推

行“131”就业服务（提供至少 1 次职业指导、3 个岗位信

息、推荐至少 1个技能培训项目），通过“五个一批”，即劳

务输出一批、项目促进一批、车间吸纳一批、创业带动一

批、岗位安置一批，保持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切实兜

牢民生底线。

在劳务输出上，该省坚持省内就业与省外劳务输出

并重，搭建与周边省市的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台，强化跨

区域劳务协作。岗位安置方面，通过用好各类乡村公益

性就业岗位，对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实现就业的脱贫人口

予以托底安置。截至 5月底，176万脱贫劳动力中实现务

工就业 139.9 万人，占比 79.5%；全省城镇公益性岗位安

置 2.49万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农村脱贫劳动力 15.9万人。

同时，该省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培育特

色劳务品牌，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业，涌现了南康木匠、资

溪面包等全国领军的地方特色劳务品牌。延续费用减免、

资金奖补等就业车间帮扶政策，支持帮扶车间健康发展，

引导有条件的壮大升级为乡村就业工厂，为脱贫人口提供

家门口就业机会。支持脱贫地区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强化

创业政策，优化创业服务，积极引导脱贫人口返乡创业，发

挥创业担保贷款作用，帮助脱贫人口自主创业。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再

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分别为 25.55 万人、8.91 万人、

2.83万人，较去年同期均实现正增长。

加速建设深圳
在建第一高楼

快递小哥高速路上灭火救人获奖励
本报讯（记者甘皙）8 月 18 日下午 2 点左右，在浙江

宁波绕城高速上，一辆白色轿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火

势较大，情况危急，车上人员把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后等

待救援。

德邦快递宁波车队司机孟康驾驶车辆浙 FFN7898
路过发现险情后，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靠边停车，打

开双闪，拿起车里配备的灭火器加入救援队伍中。见火

势变大，孟康马上打开车厢门，搬出矿泉水备用。

在其他路过热心司机的协助下，众人将火势及时扑

灭，避免了更大的人员财产损失。灭火后，孟康未留姓

名，匆忙投入到公司的转运工作中，直到此事件被高速交

警查明后，才知道灭火的是快递小哥。

据了解，孟康出生于 1988 年，曾经做过四年的消防

员。目前主要负责附近乡村和小区的派送工作，物品以

沙发、电视、按摩椅等 60公斤以上的重货为主。

工作中，他不仅坚持将每件物品送货上楼，遇到老人

独自在家的时候，还会主动帮忙把货物拆好，并搬到家里

的指定地点，服务十分贴心。

平时就是一副热心肠的他，看到高速路上的起火事

件后，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灭火。事后孟康表示：“救火

时没想太多，其他同事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伸出援手，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表彰孟康乐于助人的精神和事迹，孟康所在快递

公司为其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的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见

义勇为嘉奖令及 1.5万元奖金。

本报记者 赵黎浩

近年来，随着国民咖啡消费习惯养成，咖

啡市场进一步下沉，咖啡行业保持高速增

长。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四五线城市的咖啡

订单量同比增长高达 250%以上。国内咖啡

消费浪潮，也在推动咖啡餐饮、培训、原料等

上下游产业的发展，预计仅服务端便带动就

业人员超过 56 万人。与消费新业态随之而

来的，是不少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家

乡也有了就业新选择。

咖啡消费逐渐受小镇欢迎

刘倩的咖啡小店开在云南腾冲一个古镇

上，挨着一片荷花池塘。客人不多的时候，她

会研究咖啡特调新品，闲时就坐在河边树下，

店里放着若有若无的爵士乐，对着远处的日

落发呆。

出于对咖啡的热爱，今年 36岁的刘倩回

到家乡腾冲成为一名职业咖啡师。为提高咖

啡制作技术，开店前，她专门前往昆明的培训

机构学习。

今年，随着旅游复苏，从四面八方而来的

游客，跟着网友的推荐慕名而来。旺季的时

候，小咖啡馆每天能有上千份订单。

“小镇年轻人对于咖啡的接受度和需求

度有明显提高，趁着热度，我们已经在当地开

了第二家店。”刘倩说。

在腾冲和顺古镇，刘倩的咖啡店很有特

色，面积上千平方米，整体属于复古风格，木

质老宅外挂着灯笼，屋内靠墙还摆放书架和

壁炉。店名叫蒲密河畔，取意于门前正对着

的荷花池塘。

“大城市寸土寸金，精品咖啡馆都很小，人

们进去就是单纯喝东西。在我们这里，面积大

又在古镇的河边，卖咖啡的同时也在售卖第三

空间，顾客都会选择享受这个空间。”刘倩说。

腾冲隶属于云南省保山市，盛产云南小

粒咖啡，借助着产地优势，刘倩和保山咖啡种

植农户建立合作，每年在咖啡豆成熟季节前

往产地收购生豆，同时还在当地咖啡豆加工

厂进行烘焙加工。

“他们家的咖啡豆是自家烘焙，酸度适

中，香气四溢”“古镇排名很高的咖啡店，环境

很漂亮，云南小粒咖啡，拿铁味道很浓”“和咖

啡师聊了聊，单纯是喜欢咖啡”……在生活服

务平台上，关于咖啡店的好评很多。

刘倩解释说，初期刚开店时，县城年轻人

对咖啡的接受度不高，觉得价格太贵，生意并

不好。今年开始，三四线城市甚至乡镇消费

者对于咖啡的喜好度提高，年轻人更愿意在

咖啡上投入。

带来“家门口”就业新选择

随着咖啡渗透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三四线城市消费者，也开始形成了日常消费

习惯，消费新业态进入县域后，也为许多打工

者也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新选择。

在汕头谷饶镇，林肥米也是从一线城市

回乡居住并自主创业的 95后，她和丈夫一起

开了家小镇咖啡馆。据了解，当地夜生活相

对简单，村里的年轻人需要具有社交属性的

地方消遣，林肥米的咖啡馆便成为村里年轻

人的首选，店里的夜间消费占据 4成，晚上总

是爆满，门口停满了电动车。

而上线外卖后，咖啡店的线上生意同

样火爆。这家店最受欢迎的“冰咖啡”外卖

月销量在 200 单以上，小店也成为当地外卖

人气榜的第二名。因为成绩突出，林肥米

作为小镇咖啡师的创业典型，向其他人分

享经验。林肥米还透露，如今他们还筹备

在当地开第三家塔啡咖啡，作为品牌形象

店进行探索。

在大理双廊古镇，开在半山腰上的“鸡窝

咖啡馆”已经小有名气，总有游客跟着网友点

评特意赶来打卡。店面是租用村民老宅改造

而成，房东夫妻也留在咖啡店工作。店里还

有六七名咖啡师，都是当地的白族妇女，经过

培训后成为正式员工，咖啡师成为当地村民

就业新方向。

业内人士分析称，今年以来，由于咖啡在

一二线城市的渗透率逐渐饱和，三四五线城

市等下沉市场成为品牌争夺的新热土，县城

咖啡、小镇咖啡的热度不断高涨。独立精品

咖啡店之外，星巴克、瑞幸等品牌下沉到四线

城市，新式茶饮品牌也在县城甚至乡镇卖起

了咖啡。

“全球咖啡消费走过速溶、品牌连锁、精

品咖啡的历程，我国现磨、精品咖啡快速发

展，本土品牌迅速崭露头角。未来，消费升级

创造多样化需求，三四线城市成主要引擎，国

内咖啡赛道繁荣发展正当其时。”东吴证券分

析师汤军接受采访时说道。

30岁以下从业者占比超50.9%

“咖啡下乡”浪潮正带动着更多年轻人回

到县城，加入职业咖啡师的新职业行列中。

当地旅游兴旺游客增多，刘倩店里的咖

啡师忙不过来，又招了不少新人，有刚毕业的

大学生，也有年轻的宝妈。

“我们咖啡师的基本工资是 4000 元，另

外还有提成，在镇里算是不错的收入。”刘倩

说，新招的员工多是本地人，热爱咖啡，也想

留在家乡生活。

记者注意到，根据腾冲 2023 年一季度经

济数据，腾冲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526元。

小镇咖啡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通常会

选择上线生活服务类平台，通过用户点评和

团购优惠等多种方式，提高曝光度增加县域

市场的竞争力，探索县域咖啡店引流的新渠

道。“我们店有 40%的订单都是来自线上平台，

线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流和曝光。”刘倩说。

另据美团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平

台入驻的咖啡商家已超过 13万家，同期交易

订单量较三年前增长 9倍。

从年龄段分布来看，其中 30岁以下的从

业者占比超过 50.9%，其中 25 岁至 30 岁从业

者占比最高，超过 27%。

“咖啡产业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平台通过

提升实体商户的智能化水平，帮助他们往更

下沉市场挖掘和捕捉新消费需求，提升标准

化水平和获客能力，进而孵化出市场认可、技

能专业的新型就业群体。”上述业内人士表

示，咖啡师在经过一线历练后，可以转入研发

等岗位，或是产业链上游环节中，伴随咖啡浪

潮步入全民化的新阶段，咖啡师也将迎来新

的浪潮。

8月22日，工人在广东深圳城建罗湖超高层项目塔楼进行钢筋绑扎作业。
8月22日，由中建三局承建的深圳城建罗湖超高层项目核心筒主体结构24层顺利完成

混凝土浇筑，建设高度突破100米关键工程节点。作为深圳在建第一高楼，这座未来的“罗
湖新地标”正朝着城市天际线加速攀升，助力打造世界级金融街和构建罗湖区现代生态体
系，成为撬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活力发展、升级的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 周科 摄

技能培训促就业
8月22日，学员们在育婴员培训班上学习抚触婴儿的手法。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免费开设就业技能培训班，

包含育婴、保育、电商等多项职业课程，让群众在家门口提升
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