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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三个精神”培育劳模工匠G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工会不仅免费提供服务，还费心费力地

帮我争取到赔偿，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近日，提起自己的维权经历，曾经在山东

省青岛市崂山区务工的刘芳充满感激地说。

据了解，办理退休手续后，刘芳于 2021
年 3 月来到青岛某酒店务工，同年 4 月因餐

厅地面积水不慎摔倒，导致髌骨骨折。刘芳

就职的酒店却以“没有可查证的退休人员工

伤赔付条例”“未签订劳动合同”等理由拒绝

赔偿。

在个人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她找到崂山

区总工会求助。区总指派职工服务中心法

律援助律师周方正受理刘芳的维权诉求。

周方正介绍，这是比较典型的退休再就

业职工维权案例。根据政策，职工退休以后

再就业，用人单位无法再为其购买工伤保

险，一旦工作中发生意外受伤，需要企业予

以赔偿。

长时间的维权和奔波，让刘芳及家人产

生焦虑情绪。“交流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当事

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案件的咨询越来越频

繁。”崂山区总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闫敏回

忆，面对刘芳频繁的电话和微信咨询，她和同

事一边耐心讲解，一边安抚情绪，并及时告知

案件进展情况，以缓解对方的焦虑。

维权期间，面对酒店以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为由拒绝赔偿的不合理主张，周方正首先

帮助刘芳搜集银行账户明细、微信聊天记录

等证据，证明刘芳存在提供劳动的事实，同时

指导其收集治疗、交通等相关费用单据，争取

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刘芳受伤以后便回到

日照养伤，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相关材料申

报、申领等工作几乎全部由崂山区总职工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律师代为跑腿办理，省去

了刘芳两地奔波的辛苦。

2023 年 4 月，经过劳动仲裁，裁决该酒店

支付刘芳赔偿金 87543元。收到判决书后，刘

芳及家人第一时间向崂山区总表达了感谢。

目前，刘芳已收到赔偿金。

周方正指出，当前，我国不少地方对于职

工退休后再就业的工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一方面退休职工无法购买工伤保险，另一方

面法律法规对于该群体没有必须签订劳动合

同的要求，一旦发生职业伤害，如果企业不愿

赔付，当事人的维权将很被动。

对此，周方正提醒，退休职工即便没签订

劳动合同，也要保留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户

明细等可以证明劳动事实的基本证据。如果

发生职业伤害，要及时保留好事故现场证据，

保留报警记录、120出诊记录以及费用支出的

票据，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同时，周方正呼吁有关部门扩大工伤保

险的覆盖范围，保障退休再就业群体的劳动

权益。

退休再就业职工遭遇工伤后……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苏太

要准备宣讲材料和发言稿，还要做码头

门机班人员的排班、考勤等管理事务，同时还

要推进创新工作室的课题研讨……3 月 12
日，全国两会刚一结束，褚锋又一如既往地

“连轴转”。

从一个技能“菜鸟”到全国技术能手，成

为大家尊敬的“褚师傅”，再当上江苏省劳动

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并在 2023 年担任江苏

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江苏太仓万方国际码

头有限公司门机班副大班长褚锋用 19 年时

间实现华丽转身。

投身门机操作事业

2005 年，20 岁的褚锋来到港口，成为码

头工人。从最基础的装卸工做起，然后学叉

车、装载机、海港吊，好学的他很快就掌握了

基本的码头操作技能。2006 年底，担任装卸

工指挥手的褚锋，被码头上 45 米高、450 吨重

的门机吸引，于是开始学习门机操作。

门机即门座式起重机，是码头行业最难学

的机械之一。因为作业区位于高空，空间狭

小，门机司机被称为“高空中孤独的舞者”。刚

一接触，褚锋就遇到困难：他操控的门机总是

反应缓慢、不听使唤，相比于老师傅，他的作业

效率低了很多，有时候还会影响整条生产线的

产量。

一段时间过去，技术没有明显进步，褚锋

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师傅告诉他：“多琢磨，迎难而上，不退缩。如

果现在放弃，将来你会后悔的。”

在师傅的鼓励下，褚锋重燃信心。技术

不够精湛就反复练习，不明白原理就反复琢

磨，经过一点点的积累，褚锋终于掌握了门机

操作技术。 2010 年，褚锋来到万方码头公

司，并凭借精湛的门机操作技术，蝉联公司该

项目技术比武 4届冠军。

善于“传帮带”的好师傅

创新的“惯性稳钩法”使作业效率提升

20%；独创的“卷钢卸船操作法”在降低作业安

全风险的基础上，使卷钢作业效率提升 20%；

改进“PTA 暗舱作业方法”，使 PTA 等吨级袋

装作业货损率降低 50%……这些年来，褚锋不

断创新门机操作方法，“啃”下了一根根“硬骨

头”，同事们称他是“攻坚克难第一人”。

奋斗之路上，褚锋还创新提出《万方原木

船关操作法》，并总结出船关作业“一旋二贴

三碰四靠”原木装车法，大大提升了原木单机

作业的效率。通过对《万方原木船关操作法》

推广及应用，理论效率每年可增加原木接卸

量 90 万立方米，增加收入 3000 多万元，减少

能耗成本 100万元。

“开门机看起来有些枯燥和辛苦，但如果

肯钻研，也乐趣无穷。”褚锋希望把这些经验

分享出去，帮助大家一起进步。

作为门机班组长，褚锋只要一有空就拉

着大伙儿探讨门机操作经验、交流工作方

法。他还经常参加太仓市总工会组织的产业

工人培训活动，给更多人传授心得。

2019 年，褚锋参与的创新工作室被苏州

市人社局命名为“褚锋门机操作技能大师工

作室”。借助工作室，褚锋开设了“褚锋创新

小课堂”，开展“传帮带”活动。在他的带动

下，门机班呈现出“竞技术、讲安全、抢效率”

的氛围。

多年来，褚锋带领的门机班涌现了一批

技术过硬、责任心强、有担当的技术工人，并

多次在各级大赛中取得好成绩，多人获得

“江苏省交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他带

领的班组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公司一级班组、

主题教育先进团队、苏州市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等。

当好代表，为产业工人发声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褚锋建议，建强港口

产业工人队伍，鼓励企业和相关机构加大对

港口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建立完备的职业

培训体系。

“眼下最想干的事就是推进创新工作室

的课题研究——运用 5G、智能网联、数字孪

生等技术加速港口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加强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加快推动传统港

口行业转型升级。”褚锋说。

近年来，褚锋获得过“江苏工匠”、江苏省

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江苏省企业首席技

师等多项荣誉。褚锋说，技能人才是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支撑，他会不断地调研一线工人

的需求，争取为他们提供更多提升个人专业素

养能力的机会和平台。当好代表，为产业工人

鼓与呼，也是他今后的重要工作。

做身怀绝技的码头工人、当“传帮带”的好师傅、为产业工人鼓与呼——

“ 高 空 舞 者 ”的 华 丽 转 身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王凯邦

“今天天气特别冷，大家一定要戴好手

套，搬运仪器的时候注意脚下……”近日，

在青藏铁路关角隧道西洞口处，中国铁路

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德令哈工务段柯柯探伤

工区工长韩彬对 4 名职工进行作业前的安

全提示。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平均海拔

3600 米，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30 摄氏度。

关 角 隧 道 是 世 界 最 长 高 海 拔 隧 道 ，全 长

32.645公里。

当天，德令哈工务段柯柯探伤工区要对

青藏铁路西格段天棚站至察汗诺站区段下行

线 350 公里 50 米至 353 公里 903 米范围内的

钢轨进行探伤检查和伤损处置作业，“问诊”

钢轨存在的“疑难杂症”。

“最近几天气温骤降，严寒天气使钢轨韧

性下降，容易导致钢轨伤损甚至断轨，为了确

保列车的安全，我们将采用钢轨探伤仪和人

工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定期对钢轨‘问诊’，及

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韩彬说。

10 时 30 分，“天窗”命令下达，由现场防

护员和驻站联络员“联控”确认区间内无列车

通行后，韩彬和工友们按照事先分工，开始当

日作业。

“我们主要通过探伤仪的波形变化、报警

声音和外观敲击检查等手段，及时发现钢轨

问题，判断钢轨是否有伤损。”钢轨探伤工尚

国兴说。

“嘀嘀嘀……”钢轨探伤仪断断续续地

发出信号声，职工们一边推行仪器，一边仔

细 地 在 监 控 屏 幕 上 观 察 波 形 、校 对 伤 波 。

遇到异常信号时，大家撤回仪器反复验看，

并不时蹲下身，在铁轨上标记钢轨接缝与

擦伤。

“我们每次探伤作业都是走走停停，每一

个焊缝、每一处伤损可疑位置，大家都会认真

检查，遇到无法用肉眼看清的轨件部位，就借

助小镜子或者趴下来仔细检查轨颚、轨底等

关键位置的状态。”钢轨探伤工丛日强趴在地

上，将脸几乎贴在钢轨上仔细勘察，力保不放

过任何可疑变化。

12 时 30 分，关角山下依旧寒风阵阵，经

过近 120 分钟 的 持 续 作 业 ，韩 彬 和 工 友 们

顺利完成当日的钢轨“问诊”任务。随后，

大家又将检查数据进行回放、分析，详细制

定整治计划，为天路钢轨安全提供坚实的

保障。

“ 问 诊 ”世 界
高海拔第一长隧

本报讯 （记者赵思远 叶小钟）3月 13日，2023年度“南粤

最美职工”事迹交流会暨 2024年广东省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启

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中，主办方为 10名“南粤最美职工”

颁发证书并举办“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分享沙龙，还举行了广

东省劳模工匠宣讲团授旗仪式。

广东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该省各地市经过严格筛选，最终从 2023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确定李广

荣等 10 名一线职工为 2023 年“南粤最美职工”学习典型。在

“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分享沙龙上，3 名“南粤最美职工”代表

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

2024 年广东省劳模工匠宣讲活动也同步启动，两名广东

省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分享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丽荣鞋业（深圳）有限公司思加图品牌研发部

高级产品出格师张笑笑说，自己将持续创新、精益求精，在做

好一双鞋的路上“步履不停”。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南粤工匠、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员曹祥云表示，期

待有更多产业工人能通过系统、持久的培训，提升专业素质和

技能水平。

活动由广东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

合主办。

近年来，广东省总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

动者，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企业进校园宣讲、百名劳模图片

展、制作《南粤工匠》纪录片、打造地铁劳模工匠主题站点专列

等形式多样的宣讲宣传活动，团结动员全省职工群众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等领域建功立业。

广东省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启动

“南粤最美职工”讲述奋斗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钥苏拉图）记者日前获悉，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主动把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

工作融入党工共建重点内容，联系引导社会组织健全完善“党

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机制，推进社会组织加强党建引

领、建会入会，不断深化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工作。

为发挥典型引领作用，自治区总在工作基础好、社会影响

大的社会组织中组建工会，吸引社会组织职工入会，扩大工会

组织覆盖面。同时，对全区 450 家劳动领域社会组织摸底走

访，推动符合单独建会条件的 276 家社会组织全部建会。

2021 年以来，自治区总突出党工共建合力，打造党建引领工

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工作共同体。其中,呼和浩特市劳动领

域社会组织工会联合会的 116家成员单位建立基层党组织 96
家；锡林郭勒盟工会推动联系引导的 30家劳动领域社会组织

建立基层党组织 18个。

为帮助社会组织走出“小而散”的困境，自治区总打造了

市、县、街道社区工会联系引导劳动领域社会组织服务职工阵

地。呼和浩特市总工会投入 82.35万元，打造了市总联系引导

社会组织工作站；包头市总工会结合试点工作实际建立了

“1+6+N”服务职工综合体系。

同时，近两年来，自治区总通过打造和购买服务职工项

目，引导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参与工会服务职工工作，共计服

务职工 150多万人次。

此外，自治区总每年投入 50 万元，扶持社会组织开展活

动，并加强与劳动领域社会组织人士座谈交流，了解他们的生

活工作环境和困难，利用工会的资源优势为他们排忧解难。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深化工会联系引导社会组织工作

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融入党工共建内容

本报讯 （记者张玺 通讯员程志会 韩悦）日前，中国电建

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第四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在非洲西北部的毛里塔尼亚首都

努瓦克肖特，该公司毛里塔尼亚分公司党工部工作人员、职工

代表王微锋坐在电脑屏幕前，与其他分会场职工代表一样，一

边收看天津主会场的大会报告，一边在手机上查看文字报告，

完成相关会议议程。

该公司工会主席裴广军介绍，公司依托数字港航云平台，

在公司工会“航家”小程序上开发了线上职代会功能，为海外

和外地职工代表参会提供了便利。

在此次“云端”职代会上，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职工代表用

手机登录“航家”小程序进入会议界面，进行文件查阅、投票表

决、分组讨论等，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做到“云端”职代会标

准不降、程序不减等，保障职工有效行使民主权利，促进企业

民主管理创新发展。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公司工会职工代表联系人左梓芊说：“往

年，我们分公司职工代表回总部参会，一来一回路上就要花费几天

时间。这下好了，线上参会不仅节省时间，也节省人力物力。”

“‘云端’职代会方便了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职工代表，让

我们行使民主管理权利‘不掉线’。”王微锋表示。

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公司创新民主管理工作

“云端”参加职代会 行使权利“不掉线”

3月18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彭三妹（右）为刚从火场撤下来的消防员送
上馍馍和热水。

今年55岁的藏族阿妈彭三妹家住四川省雅江县河口镇三道桥村。3月18日凌晨4点，
彭三妹就起床做白面馍馍，做好后骑着三轮车，沿着318国道发给沿途从火场撤下来的消防
员和防火卡点执勤人员、森林巡护员等，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爱心馍馍”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寿慧桢）

记者日前获悉，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总工会

牵头打造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产改工

福”，自 2022 年 9 月在“浙里办”上线以来，让

产业工人尤其是非本地户籍的新吴兴人都

能便捷享受当地公共健康服务。截至目前，

7661 人通过“产改工福”参加健康体检，累计

享受优惠 28.58 万元，3173 人次享受免费健

身服务。

据了解，吴兴区总在调研中发现，在产业

工人中占比 54.05%的非本地户籍的新吴兴人

受社保等因素影响，无法享受工作所在地的

公共健康服务，而这些人普遍存在“工作强度

高、健康风险大、体检意愿强、有效介入少”的

问题。

为此，吴兴区总协同区相关部门、10家医

疗机构和建会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化应用场

景“产改工福”，提供“五不三能”服务体系，让

包括新吴兴人在内的所有产业工人均可享受

公共健康服务。“五不三能”具体为基础类体

检给予补助不用回乡，体检套餐时间、地点任

选不用请假，生产繁忙提供上门服务不用出

厂，复查就医开辟绿色通道不用等候，医体结

合心理疏导免费体验不用花钱，以及医疗互

助住院费用能刷卡报销、企业组织本地疗休

养活动能给予补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

受关爱。

吴兴区总筛选出血常规、肝功能等 7项核

心指标，推出 100 元～320 元的 5 类普惠体检

套餐，邀请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提供心理减压、

改善睡眠等服务。同时，“产改工福”不仅可

以提供体检车上门体检服务，还可以通过预

约体检，获得“复查诊断”“健康处方”“运动处

方”等增值服务。

得益于“产改工福”，2023年，湖州申通快

递有限公司 300 余名职工享受到了两场普惠

体检套餐。“普惠体检不仅能保障职工的健

康，也有助于我们企业留人。”湖州申通快递

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鲍勇说。

湖州吴兴区总搭建数字化应用场景“产改工福”

“新吴兴人”也可享受当地公共健康服务

3月18日，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碧口镇水蒿坪村一家茶
叶加工厂，工人在筛选鲜茶叶。眼下，各地春茶陆续开采，茶
农忙着采摘、炒制春茶，供应市场。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春茶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