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中继线：(010)84111561 ●发行专线：(010)84133920 84151318 84151193 ●广告专线：(010)84151388 84151122 84151262 ●总编室：(010)84133797 ●举报电话：（010）841347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02 代号 1-5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 工人日报社出版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 工人日报社出版

中工网 http://www.workercn.cn

2024年3月31日 星期日星期日

WORKERS’DAILY

甲辰年二月廿二 第21761期 今日四版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吴留文

山东港口高级别专家张连钢，带领团队

用精益求精的创新创造，让中国人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在青岛诞生；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加

工中心操作工管益辉，带领团队建成国际领

先的轴箱体柔性生产线并实现批量生产，一

举打破进口依赖，为复兴号高铁装上了国产

“膝盖”；

在青岛 200 余万产业工人中，还有“金牌

工人”许振超、高铁“工人教授”周勇、桥吊上

的“大工匠”郭磊……一大批杰出的劳模工匠

不断涌现。

近年来，青岛市各级工会组织聚焦团结动

员百万职工勇当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努力找准

工会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

力点，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带领职工扎根一线、实干奉献，用“真心”

铸“匠心”，为城市发展持续蓄能、注入动能。

把工匠人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23年 7月 26日，在青岛地铁列车上，在

公交车、户外楼宇上，“青岛工匠日”元素耀眼

夺目、随处可见。“这是属于我们技术工人的

节日，工友们感觉到受尊重，特别骄傲。”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磨工

宁允展道出了技术工人的心声。

将每年的 7 月 26 日设为“青岛工匠日”，

青岛以城市名义致敬工匠、礼赞劳动创造。

当前的青岛，正加力实施实体经济振兴发展

三年行动，大力发展 24条重点产业链，加快打

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对各级工会组织而

言，如何持续激发广大职工群众投身城市发

展的动力，是一道必答题。

把工匠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近年来，在青岛市总工会的协调推动下，

青岛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全市产业工

人队伍技能素质的实施意见》《关于弘扬工匠

精神打造工匠之城的意见》，将打造“工匠之

城”上升为全市战略。

每年命名“青岛大工匠”“青岛工匠”，

搭建起青岛（大）工匠、区市工匠、企业工匠

梯队培育体系；鼓励企业发挥培训主体作

用，以自建、校企合作共建等方式成立职工

培训中心，全面提升企业培训供给能力；支

持工匠人才凭借技能提高经济收入，鼓励企

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

岗位津贴、技能津贴、带徒补贴等工资单元，

鼓励企业加大对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参与

分配的激励力度。

不仅如此，青岛还成立市级“工匠学院联

盟”，开启工会、院校和企业三方共同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和工匠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率先

成立“产改”研究院，纵深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在“求学圆梦”行动中，青岛累计

投入资金 2815 万余元，补助近万名一线职工

在职读大学，培育更多符合现代产业体系需

要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

（下转第 2版）

青岛培育全员创新体系，为城市发展持续蓄能、注入动能

“工匠学院联盟”聚力打造“工匠之城”

新华社记者

暖春三月，万物复苏。

在今年第一季度收官之际，新华社记者深入基层调研，感

受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今年全国两会精神汇聚起的奋进力量，铆

足干劲推进春耕生产、加快科研攻关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措并

举促消费扩内需……以新气象、新作为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观察之一：不误农时春耕忙

春耕正当时，不负好春光。进入 3月，春耕生产自南向北

全面展开，江西、湖南、四川、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进入春耕

备耕的农忙时节。

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产粮大省黑龙江正加快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大春耕农资供应力度、调试智慧农机装备……

走进位于北安市的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配肥

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班加点配肥，保障春耕需求。

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早早出土的麦苗增添了春天

的色彩。向良田要粮、向科技要粮，田野里播种下丰收的

希望。

（下转第 2版）

不 负 春 光 奋 进 时
——3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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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黄浦江边，春日暖阳照射在百年历
史的杨树浦电厂废弃“灰仓”上；屋顶的太
阳能光伏板不断吸收热能并转化为电能，
储存在江边的储能“充电宝”中；旁边，太阳
花形状的咖啡厅透出柔和灯光，为游人送
上一杯“零碳”咖啡……一个滨江“绿肺”正
示范运行。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不断培育新
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上海，正以
传统产业主动变“绿”、新兴产业持续造“绿”、
未来产业布局新“绿”的方式，加快打造高效
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图为中国宝武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冷轧厂
C008智能车间（“黑灯工厂”）内景。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浦江“新绿”见春信

新华社记者 王聿昊 黄韬铭

科技飞速发展，航空业的未来已不局限

于万米高空。2024 年的春天，低空经济成为

一个热门词。

中国民航局 29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已有超 126 万架无人机，同比

增长约 32%。2023 年，民用无人机累计飞行

超 2300万小时。民航局已批准建立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试验区 17个、试验基地 3个，覆盖城

市、海岛、支线物流、综合应用拓展等场景。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最新发文提

出，到 2030年，通用航空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

产生活各领域，成为低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

动力，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

大幅增长的无人机数量，多个批准建立

的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印证着低空经济正

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一片新蓝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生

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

近段时间，国内不少地方抢抓机遇探索低空

经济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那么，什么是低空经济？

据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孙文生介绍，低

空经济既包括传统通用航空业态，又融合了

以无人机为支撑的低空生产服务方式，是一

种容纳并推动多领域协调发展的综合经济形

态，具有明显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而低空经济与你我的距离，其实比想象

的还要近。

深圳星河 World 商场天台，无人机有序

升降，高效完成外卖配送；青岛平度，农民使

用植保无人机播种撒肥，管理农田省时省

力；今年 2 月，全球首条跨海跨城的电动“空

中的士”首飞，从深圳到珠海仅需 20 分钟，低

空载人运输正在“解锁”城市三维立体化交

通网……

（下转第 2版）

我国低空经济蕴藏万亿级市场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与山西省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

会主席穆锦峰交谈，让人极易感受到他的

“热”度——健谈，很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

“天天和职工群众打交道，怎能缺了‘热’度。”

穆锦峰笑着说。

大学毕业后，穆锦峰在太原市民营经济

开发区热力中心工作，其间他编制了上万字

的安全操作手册。后来，穆锦峰调入开发区

总工会工作，从此与工会结缘。虽然岗位多

次调整，但和职工交朋友，发展工会会员，是

他持续时间最久、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

“工会有啥大事，值得你跑个不停？”曾有

人这样问他。穆锦峰严肃地回答：“职工的事

无小事！再说了，没人来做关心关爱的工作，

企业的凝聚力、职工的归属感从哪来？”

开 荒

穆锦峰把吸引货车司机入会叫作“开

荒”。“刚开始，到物流园区宣传建会入会，企

业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货车司机们也有抵触

情绪，还嫌耽误时间。”他说。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穆锦峰多方了解国

家降低交通物流成本的行动举措，主动向企

业介绍可以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

解读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为 7家企业通

过国家 A 级物流企业评估，提供了大量的咨

询服务。穆锦峰的专业精神令人叹服，期间，

甚至有企业老板劝穆锦峰辞职，想请他负责

管理物流园区。

受到企业欢迎的同时，穆锦峰走到货车司

机这一群体身边，为这些被称为“卡友”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办理职工医

疗互助、发放工会电子消费券，还制作了加入

工会的十大好处的宣传海报，广泛宣传“入会

有礼”活动，逐渐赢得了“卡友”的信任。

2022 年 6 月，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工会

联 合 会 成 立 ，覆 盖 企 业 157 家 ，会 员 24134
人。筹备建会期间，穆锦峰天天沿着太原市

东环高速公路跑物流园区，天天驾车行驶 200
多公里，一年下来总里程近 4万公里。太原市

总工会副主席汪伦感慨道：“小穆把私家车当

出租车跑啊！”

陪 伴

刚建会，就有一位入会的货车司机张师

傅找到穆锦峰，摆出一道难题。

（下转第 2版）

筹备建会那年，穆锦峰奔波于各物流园，驾车行驶近 4万公里——

让工会服务追着“ 卡友”走
工会干部履职故事

3月30日在湖北省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村拍摄的采茶比
赛现场。当日，宣恩县在伍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的有机茶园
里举办采茶大赛，吸引茶农和游客参与其中。每到春茶开采
季，当地组织采茶、制茶、茶园山歌等文旅活动，让人们感受贡
茶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发（王法钧 摄）

茶园景区赛采茶

新华社电（记者张泉 宋晨）记者 29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

获悉，我国持续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3年底，我

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1.8 件，较“十三五”末

提高 5.5件。

据介绍，我国持续健全知识产权与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完

善知识产权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体系，助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做大做强专利密集型产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

业增加值达 15.3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12.7%；2023 年，我

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达 8539.9 亿元，惠及企业 3.7
万家。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介绍，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持续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

态专利审查标准，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点产业高质量

发展，同时加快推动一批高价值专利实现转化。

我 国 每 万 人 口 高 价 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1.8件

本报记者 黄洪涛

近来，全国劳模、中车戚墅堰机车

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

家刘云清接到不少企业的求助邀约，

邀请他去走一走、看一看，“上门问

诊”。就在前不久，他帮助一家企业修

好了一台进口关键生产设备，解决了

企业燃眉之急。“虽然每天忙了一些，

但是很有成就感。”刘云清说。

和刘云清一样，江苏省常州市许

多劳模工匠都投入到了“劳模工匠助

企行”专项行动中。自今年 1 月启动

以来，常州市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

行”专项行动已累计组织劳模工匠 70
余人次，走进 92家企业开展线上线下

帮扶 95 次，开展技能培训 32 场次，推

动师徒结对 78对，现场解决技术问题

81个，帮助 2700余人次企业职工提升

技能水平。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常州市

总项目化推进“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

行动，创新推出的“五张任务清单”。

这“五张任务清单”分别是思想引领清

单、揭榜挂帅清单、技能提升清单、提

升管理水平清单、师徒结对清单，首批

涉及 378项具体结对项目。

打 开 厚 厚 一 叠 的 清 单 ，每 一 个

结对项目都写明了提出需求的企业

名称、拟请劳模、帮扶内容、责任属

地……常州市总定期督促落实，确

保每一个项目落实到位，企业每一

项需求得到响应。

从摸清企业需求到协调联系劳

模，再到跟踪督促落实，常州市总扎

实推进专项行动在基层落实。市总

主要领导亲自部署，分管领导带队，

深入全市 100 多家企业，一家一家座

谈交流，摸清企业需求，建立企业“需

求清单”。同时，组建劳模工匠服务

队，建立“资源清单”，将自身的“资源

清单”与企业的“需求清单”精准对

接，让企业的每一项需求都有劳模承

接。列出 378 项具体结对项目后，市总每周联系、跟进项目

进展情况，确保每一个项目落地。

在推进专项行动中，常州市总发现，劳模工匠线下助企往

往需要进行实地考察，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意外伤害。

对此，市总专门为市、区两级劳模工匠服务队首批 210名队员

量身定制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和短期健康保险。由市总作为

投保人，为队员统一购买，以工会派工单为理赔依据，承担派

工期间发生的因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医疗费用及住院津贴

费用，满足劳模助企的实际需求。3 月 6 日起，第一份保单正

式生效。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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