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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4 2024年 1月 16日 星期二

①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王树芬（右二）调研云天化产改
工作。

②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宏（左二）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了解产改
进行情况。

③云南把劳动竞赛和技能大赛作为
提升广大职工劳动技能素质的重要手
段。图为云南省第二十届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比赛现场。

④图为第二十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钳工技能比赛现场。

⑤云南推行产改以来，造就了一大批
高素质产业工人，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49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43.96万人，
较产改启动前的2016年增长59万人。图
为云天化一线技术工人在检视设备。

“6个纳入”：
高位推动确保产改行稳致远

2023年 12月 6日是云南各地、各单位自评和

上报产改考核材料的截止日，此前的 11月 17日，

云南一年一度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工作考核正式开始。

这意味着，云南新的“产改年”又开始了。

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省产改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宏表示，“过去 5 年，云南

率先将产改写入《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在《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中对各级产

改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省委、省政府及各家单

位出台了一批创新突破、体现特点的政策措

施，让产改走上了法治化、制度化轨道，确保产

改行稳致远。”

王宏认为，云南产改之所以成绩斐然，缘由

颇多，其中首屈一指的是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

动，首先体现在“6个纳入”——

“产改纳入省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纳入

全省综合考评内容、纳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

省委深改委专项督查、纳入促发展惠民生和加快

民营经济发展等全省重点工作、纳入主要产改责

任部门工作要点和调研课题。”

“6 个纳入”确定了产改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同时富集了体制资源，为各地产改树立了工作

典范。

“去年以来，”省总党组成员、副主席、省产改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金勇回忆道，

“省委书记王宁多次对产改作出指示，他要求，大

力实施产业工人队伍培养计划和‘云岭工匠培养

工程’，深化‘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

劳动和技能竞赛，发挥好企业主体作用，建设一

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产业工人队伍，省长王予波则

压实政府职能部门责任，积极帮助解决产改中存

在的困难。”

“2023 年，云南产改工作首次列入省委常委

会工作要点，连续两年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金

勇强调，“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产改工作

的重视、关心。”

云南的产改，如逶迤起伏的山水，因此欸乃

而绿。

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省产改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岳琼英认为，云南的产改

“立足云南自身的实际，积极创新，以特色示人。”

岳琼英提纲挈领地从产改的“6 个纳入”、劳

动竞赛“由小到大”的创新、“以小搏大”助力乡村

振兴、服务“一带一路”四个方面，介绍了云南“特

色产改”，用她的话说，就是“规范的产改，别致创

新的做派，产生良好的效果。”

在“立足实际，有所创新”这方面，金勇认为，

昆明市的“1+3+10+N”工作法当之无愧。

昆明市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赵健吾

介绍说，“昆明市实施的‘1+3+10+N’工作法，

实际是一个总纲领，”他说，“‘1’是紧盯一个目

标，争当排头兵；‘3’即突出三个重点，聚焦产业

园区、抓好产业链链主企业、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10’即实施 10 项工程——思想引领、赋能

成长、维权服务、技能提升、人才培养、地位提

升、劳动技能竞赛、政策配套、基础保障、重点示

范十项工程；‘N’即结合实际实现多方面重点

突破。”

“再就是实施‘一企一策’工作机制以及建立

产改工作专业服务团、一线指导站工作制度。”赵

健吾说。

昆明市之外，令金勇印象深刻的是红河州推

行的产改述职评议制度。

他说：“红河州在全省率先把产改责任落实

到党政领导肩上，切实推动全州县市党委、政府

扛起产改政治责任，县市产改领导小组组长履行

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州级成员单位履行好‘一岗

双责’职责，红河州这个做法获得了云南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树芬的批示表

扬，并被全国产改专报刊载宣传。”

据红河州政协副主席、州总工会主席张艳梅

介绍，3月 8日，红河州产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红河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述职评议

制度》印发全州，《述职评议制度》规定：述职对象

为 13名县市产改领导小组组长和 15名州级产改

领导小组成员，述职以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两种

方式进行。

按规定，参加评议的产业工人代表不少于

15 人，原则上不少于参会人数的 20%。

“述职的主要内容有三项：履行抓产改的

责任情况、突出落实年度重点任务、突出侧重

点。”红河州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姜云就此

介绍，“涉及的单位有全州 13 个县市以及组织、

宣传、人社、教育、发改、科技、工会、工信 8 个党

政部门。”

“推进产改试点方面，”姜云说，“目前全州已

建成省级试点 5 个、州级试点 49 个、县市级试点

83个。”

各显身手：
“大竞赛”与“小产业”相得益彰

令省总劳经部部长陈欣韬特别兴奋的是，劳

动竞赛作为云南产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内涵和

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云南的劳动竞赛成

为省委、省政府主抓的工作，是‘大竞赛’。”

2023 年 3 月 17 日，以“团结奋斗促跨越 咱

们工人有力量”为主题的省劳动竞赛在渝昆高铁

建设现场启动，省委副书记石玉钢出席启动仪

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主

任刘非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主席王树芬主持仪式，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王宏参加了仪式。

同年 11 月 26 日，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开通

运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仪

式并宣布通车，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予波致辞，省

委副书记石玉钢、省政协主席刘晓凯出席。

金勇介绍说：“仪式把劳动竞赛内容巧妙嵌

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树芬

在通车仪式上宣读了《丽香铁路建设劳动竞赛

优胜集体和优秀个人表彰决定》。”

“这些活动表明，”他说，“云南的劳动竞赛已

经延伸到重大项目、文旅建设、绿色产业等省委、

省政府十分关注的领域，联手主责的政府部门一

起搞，改变了一说劳动竞赛，大家就认为是工会

活动的刻板印象。”

对此，陈欣韬介绍说：“省总联合省发改委、

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等部门，全面开展清洁能源、

绿色能源产业集群、铁路、高速、机场等一大批重

点工程、重点产业劳动竞赛，此外还积极争取“一

带一路”交通建设、滇中引水等 5 项竞赛纳入全

国引领性竞赛项目，省级主抓 19项示范性竞赛，

省级以上竞赛涉及投资 3470 亿元，参赛职工逾

60万人。”

云南产改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以小搏大”。

岳琼英认为，“云南的工业规模、发展水准、

职工人数等产改要素，相对发达省市而言有不

足，但我们理解，产改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云南应

该从边疆民族区域特色纷呈、产业形态极为丰富

的实际出发，大展宏图。”

“以小搏大”的案例中，一个“小魔芋”和一袭

“彝绣”特别出彩。

“小魔芋”和“彝绣”分别来自文山州总工会

和楚雄州总工会的创意。

文山州麻栗坡县以“魔芋产改”著称。

据文山州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胡应明

介绍，麻栗坡的土壤、气候适宜栽培魔芋，近年

来，在州县两级总工会指导下，麻栗坡魔芋产

业成为全州产改的一个亮点，“我们借此机会嵌

入产改，创新‘党建+生产经营’的模式，通过党

建带动工建、党员带动群众，借产改有效促进了

魔芋产业技术、产品质量双提升，助力地区经济

发展。”

麻栗坡农旅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国有独资企业，是“魔芋产改”的头羊，该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启嘉介绍说：“公司推行产

改，通过生产技能与设施设备竞赛活动，为魔芋

产业工人搭建了展示平台，通过不断鼓励创新、

不断激励研发，新开发生产了水晶魔芋胶膳食纤

维、魔芋爽等系列魔芋产品。”

2023 年 9 月 23 日，40 套融合了彝绣非遗元

素的时尚服饰在米兰国际时装周登场。

鲜为人知的是，这场 T台秀其实还是楚雄州

产改的成果展示。

该州紧扣“队伍壮大”“市场拓展”“文化赋能”

“绣工增收”关键节点，助推彝绣特色文化产业发

展。楚雄州总副主席李德荣说：“目前绣工人数从

2012年的 2.75万人增加到 2022年的 5.7万人。”

李德荣表示，借助“彝绣”这个产业，楚雄把

产改巧妙嫁接到民间手艺中，“首先是民间艺人

变产业工人，再把产业工人变身技术能手，进而

把技术能手变技能人才，最后是民间手艺借助创

新蜕变为致富产业。”

在云南，产改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这方面，

曲靖市以“一户一产业工人”推动产改的做法令

人关注。

据曲靖市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唐玉介

绍，该市会泽县推行的“七个一批”产改举措，效

果突出且鲜明，“一是劳务协作转移一批，二是合

作伙伴安置一批，三是技能培训促进一批，四是

产业发展带动一批，五是扶贫车间收纳一批，六

是自主创业扶持一批，七是公共服务兜底一批，

最后有 7955人实现了稳定就业。”

位于曲靖市马龙区的呈钢集团有职工 4500
多人，其中超过七成的员工来自当地农村，马龙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区产改办主任彭蕊说：“呈

钢集团的产改工作在我们区是典范，集团来自农

村的员工至少有 3200 人，他们的薪金加公司给

的十几项福利，折合货币收入，人均年收入至少 5
万元，产改促乡村振兴效果十分明显。”

“始料未及啊，”唐玉认为，“产改造就了大批

产业工人，从而助力乡村振兴，进而又巩固了脱

贫攻坚的成果。”

骐骥驰骤：
“民企”与“国企”产改齐头并进

金勇认为，云南产改既很好完成“规定动

作”，也有实施单位从各自实际出发的创新性

发挥。

作为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一心堂）的产改颇有特色。

据一心堂负责人介绍，一心堂从“党建引领

把产业工人团结到企业发展大局中”“事业引领

构筑产业工人建功立业新载体”“发展引领畅通

产业工人成长成才新通道”“以企为家充分发挥

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和作用”等角度全面进入产

改，成绩斐然，在全省非公有制企业中带了一个

好头。

该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在册党员 40%都是

一线员工发展培养而来，且其中大部分都走上了

核心管理岗位。党员在前台经营、后台服务的工

作战线上，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助困帮扶等方面

主动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心堂组织参加全国金牌店长店员、培训

师、最美执业药师等竞赛，组织药品购销员、慢病

管理员、中药传承人及物流等岗位技能竞赛，参

加人数年均达 3.5万人次，通过以赛促学的形式，

打造了员工成长成才的平台。

“累计推选全国劳动模范 1 人、全国五一奖

章获得者 3人、省部级劳动模范 3人、省五一奖章

获得者 2人、市劳动模范 1人。”

一心堂产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畅通了产业

工人成长、成才新通道。

他们从完善培训、薪酬、任职、轮岗、评优表

彰等制度方案，制订人才梯队培养计划，打通职

能管理、经营管理和职能体系晋升通道，“5年来，

共 有 2318 人 参 加 中 升 专 、专 升 本 学 历 提 升 ，

18226 人报名参加国家级执业药师考试，其中

4274人顺利通过并取得资格证书。”

“我们设职能体系和经营体系两条晋升通

道，有 1179 名员工从最基层一线员工岗位晋升

到区域经理、部门经理、子公司副总经理等中高

层核心管理岗。”

如果一心堂代表了云南产改非公企业的一

个方面，那么，作为国企的云南曲煤焦化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曲煤焦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国企产改的另一个方面。

曲煤焦化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罗荣祥介绍

说：“曲煤焦化下辖 6 个子公司，有职工 2907 人，

是一个年轻人居多的企业，公司重视为职工开辟

成才的多层次通道。”

“我们制定并实施了《公司优秀年轻人才

挂职锻炼实施方案》，按安全环保、生产管理、

技术研发、市场经营、财务金融、党群综合‘6+
N’模式，分类别建立信息库，按 l∶3 的比例进

行储备。”

他说，“截至目前，选拔了 17 名优秀年轻人

才到公司各干部岗位上挂职锻炼，其中最小的是

1991年生人。已有 7名挂职锻炼人员，通过组织

考察走上干部岗位。”

再是促进技术型人才成长晋升。

为此，公司出台了《公司技术人才管理办

法》，把相应岗位上从事技术工作的优秀非管理

岗位人员，评聘为运行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总工

程师、技术专家、项目经理、法律顾问等，最大程

度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技术水平，“这些专业技

术人才等级分别对应班组长、厂长（副）、部长、副

总经理等进行管理和核发，激励和调动基层单位

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推荐，”罗荣祥说，“目前已

评选出 27 人，其中 5 人为副主任工程师，22 人为

运行工程师。”

此外，“评先”在曲煤焦化的“含金量”亦颇为

可观。

“新的先进评比表彰奖励标准突出在对卓越

团队、优秀团队和特殊贡献奖、劳动模范的激励

方面，”罗荣祥说，“特别是获得公司劳动模范表

彰的，人均薪酬增长 1~1.5 倍，具体说来，他们的

年收入平均可达到 22万元。”

截至目前，已累计评选出优秀团队 4 个，劳

动模范 3名，特殊贡献奖 3个（集体），优秀管理者

1名，优秀员工 206名。

“试点”引路：
新的一年产改要再图鹏举

“过去一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省产

改协调领导小组组长石玉钢副书记，副组长刘非

常务副省长、王树芬主席亲力亲为，”言及省领导

对云南产改决定性的高位推动，金勇如数家珍，

“带领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围绕中心谋划推动产

改工作，聚焦服务产业强省建设，积极发挥职能

职责，统筹推进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

地位提高、队伍壮大，加强典型引路，发挥龙头企

业、链主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将产改工作向产业

园区覆盖、向全产业链延伸。”

“通过这几年的奋斗，”金勇介绍道，“实现了

产业工人队伍数量和质量的显著提升，全省技能

人才总量达到历史性的 493 万人，其中，高技能

人才 143.96 万人，比产改启动前的 2016 年增长

59 万人，一大批身怀绝技、行业领军的‘云岭工

匠’‘首席技师’竞相涌现。”

他说，云南推行产改客观上困难不少，但省

总积极对标江苏、浙江等先进省份，扬长避短，昂

扬奋进，不遑多让。

金勇认为，充分发挥产改试点作用，探索产

改之“路”是云南产改的一大特色，“我们分别于

2018、2021 年建设了两批共 28 家产改试点，现在

是第 3批，有 30家。”

据岳琼英介绍，云南产改试点在“对象、内

容、机制”方面较原来有了极大的进步。

“从对象来看，第一批试点仅有州（市）和省

属企业，现在增加了园区、职业院校、非公企业等

类型，而且聚焦重点产业园区、领军企业、链长企

业，以发挥它们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改向产

业集群、产业链延伸。”

“从内容来看，在支持各试点全面推进的同

时，从第二批起，针对各试点工作基础、优势专

长，实施了项目化建设，明确主攻方向，着力打造

产改样板，特别是今年我们创建安宁产业园区和

职教园区的‘双园联动’试点，努力探索‘政行企

校’协同发展新路子。”

“从机制来看，产改办去年出台了试点工作

方案，设立了试点建设 5条标准，对全国试点、省

级全面试点和项目试点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

元、10 万元的一次性工作经费补助，各单位也从

政策、资金等方面对试点给予支持。”

“此外，”金勇补充说，省总还要深入做好

“链”文章，“要聚焦产业集群延链补链强链，整合

资源，逐步构建起贯穿产业工人培养、就业、使

用、发展为一体的工作链条，有效对接和嵌入招

商引资、项目落地、企业运行等工作全过程，促进

人才链深度融入创新链产业链。”

“到 2022年底，通过整整 5年的奋斗，随着产

业强省建设的加快推进，一些优质的非公企业迅

速成长，云南产改成绩可圈可点，”金勇回忆道，

“2022 年底，全国产改协调小组对 31 个省（区、

市）5年的产改工作情况进行了评价考核，云南省

的综合成绩排名第 6 位，被评为‘优秀’，仅次于

江苏、广东、浙江、四川、江西等产业强省。”

云南推行产改 6 年来，在省总领导下，全省

各级工会干部也在不懈奋斗中与有荣焉。

2023年 5月 11日，在省产改协调领导小组办

公室第一次会议上，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省产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宏饱蘸激情

对与会者说：“今年我们在省五一劳动奖项推荐

中安排了专门名额，用来表彰产改工作主动、成

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发挥先进的带动作用，也

充分鼓励大家的辛苦付出。”

“产改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亲力亲

为、齐抓共谋的工作，工会只是其中的一环，”王

宏说，“云南产改尽管目前颇有斩获，但我们不能

裹足不前，还要继续在全省产改工作中当好排头

兵和急先锋。”

生活于 2300 多年前的孟子说：“原泉混混，

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按当代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迻译，原泉，

是有本源之泉水；混混，音“滚滚”，大水奔流不息

之意；盈科，是大水注满低洼处又向前奔流。

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

“源源不息的泉水昼夜不停，滚滚奔流，注满

低洼处，继续向前，直到汇入大海。”

确实——“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进，

放乎四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产

改的可视形态和必须用心用情加以审视的壮丽

华章。

（文/图 沈 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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