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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
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部署持续
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张高丽等出席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张德江主持召开全国人
大常委会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精神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
协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

□中央党校举行2016年秋
季学期毕业典礼
刘云山出席并为学员颁
发毕业证书

●本报中继线：(010)84111561 � ●发行专线：(010)84133920 84151318 84151193 ●广告专线：(010)84151388 84151263 84110152（传真） ●总编室：(010)84133797 ●举报电话：（010）84134716

农历丙申年 十二月十五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０００２ 代 号 ： １ — ５
12

WORKERS’DAILY

第 19230 期 （今日八版）

中工网 http://www．workercn．cn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 工人日报社出版
日 星期四1 月

本报记者 王伟

1月9日上午，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家电
网江苏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朱洪斌的
创新成果———“变压器潜伏性缺陷的油中气体检测技
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荣登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
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工人价值的肯定。”1月10日上午，
载誉归来的朱洪斌在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的欢迎仪式
上激动地说，自己将把科技最高领奖台当作新的起点，
继续努力创新。

顶级“验血师”
在庞大的电力系统中， 电力油气化验是个很不起

眼的附属小专业。
今年51岁的朱洪斌，1988年以自学考试微型计算

机应用专业大专毕业生的身份来到江苏省电力试验
研究院。 从业29年来，油务工职业的朱洪斌，在这个
小专业里有了一番大作为，成为电气设备的顶级“验
血师”。

电网设备中的变压器， 需要用变压器油作为绝
缘介质，而变压器油的状况如何，直接反映出变压器
设备的运行状况。 朱洪斌的工作，打比方来说，如同
医院里的验血师， 通过检测变压器油来分析变压器
的运行状况。 “比如，变压器油中含有乙炔，若检测出
乙炔超出一定的值，就可能产生放电故障，进而烧坏
变压器。 ”

一台中等容量的变压器，价值就达千万元。而一旦
发生故障导致停电，更会引起一连串的经济损失。而返
厂维修变压器起码要一两个月时间， 且大型设备运输
也是个麻烦事。

以往采用传统的油色谱分析法对变压器进行故
障诊断 ， 需要从现场取油样后拿回化学室检测 ，其
间存在多个问题。 比如，采样过程中，油中的气体可
能泄漏出来，造成采样不真实 ；同时 ，远途运输也会
带来安全问题 。 而且 ，当时采用的检测手段 ，精度

低，误差大，既费时费力，也难以及时真实反映出设备状况。 “可能等你反复检测后得出结
论，设备都出问题了！ ”

如何保障设备安全，提高检测质量和效率？ 从2005年起，朱洪斌开始研发高效的“验血”设
备及检测系统。

“现在，变压器油中即使有一百万分之一的气体，我们都能检测出来。”朱洪斌说，此次获奖
的项目成果，实现了对变压器油色谱分析全过程的现场实时监控，检测精度提高了10倍，并且
将数据分析误差降至传统方法的1/6。

从未放松对技术的琢磨
入行29年来，朱洪斌从未放松对技术的琢磨。
2014年，针对江苏电网发展快速、六氟化硫设备日益增多的情况，朱洪斌主持研发“六氟化

硫气体质量现场快速分析装置”，实现了六氟化硫气体质量验收的现场检测。
在一个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 朱洪斌的助手将六氟化硫气体质量现场快速分析装置的进

样阀连接至六氟化硫气瓶，随后打开了气瓶的解压阀……40分钟后，得出结果：“六氟化硫气体
纯度为99﹒97%，合格。 ”

以往，检测试验必须使用运输危险品的专用车辆将装有六氟化硫气体的钢瓶运回实验室
进行检测。那时，酸度、矿物油含量等3项指标的检测并没有自动化仪器，只能像在化学课上做
实验那样进行人工操作和分析。 每瓶气体的分析时长在18个小时以上，还不包括来回运输的
时间。

如今，使用新装置，每瓶六氟化硫气体的检测时间由18小时以上缩短为40分钟左右，还避
免了钢瓶在变电站和实验室之间来回运输， 大大提高了特高压变电站内六氟化硫气体检测的
效率。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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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总征询劳模对工会工作意见
本报武汉1月11日电 （记者邹明强 通讯

员马欢 胡文辉）武汉市总工会今天举行2017
劳模代表座谈会， 向来自各行各业的29名劳
模代表征询对2017年工会工作的意见。

据了解，2016年，武汉市总工会为武钢等
企业转型发展举行了大型招聘会，组织330多
家企业提供1.2万多个招聘岗位，让职工“转
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探索“部分公推+全
部公选+综合评定”的评先模式，使基层一线
职工有了更多的人生出彩机会； 协商确定了
2016年餐饮行业11个工种的工资指导价位；
努力打造线上线下服务职工新平台……

在座谈会上， 全国劳模吴天祥建议市总
开展“劳模活动日”活动，组织劳模到各行各
业去影响更多的职工。同时，在相关媒体上开

设“劳模之声”栏目。
全国劳模蒋乐表示， 去年武汉工会的劳

动竞赛活动很有成效， 建议今年将劳动竞赛
表彰活动和“送文化到基层”结合起来。 “去
年，工会到东湖绿道工地送文艺演出，效果很
好。很多建筑工人都希望，每年能在工地上看
到一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 ”

全国劳模万玉霞、湖北省劳模姚婕、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龙、 武汉市劳模魏红
权等建议工会提供劳模定期交流平台， 以便
相互学习。

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李丹芳表示， 相关
建议待研究后，将逐一正式回复。期待劳模不
忘初心，与工会进一步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武
汉的进步和发展。

图为工作中的朱洪斌。

上海浦东公惠中心建立、完善机制，让社会化职业化工会
工作者招得进、留得住、管得严、用得活———

工会社工锻造记
本报记者 钱培坚

这几天，上海浦东公惠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简称公惠中心）干事长郑俨异常忙碌。

她正在组织对分布在浦东36个街镇、7
个开发区驻点工作的235名工会工作者（又
称工会社工）逐一进行年终考核，还要抽空
跟随摄制组到工会社工的工作现场指导
“抢拍”。 “我们正在拍摄一部名为《工会工
作者的24小时》 的短片， 准备在年会上播
放。这既是对过往一年的回顾，也是对新入
职员工的第一课。 ”

同时，第一届浦东新区社会化、职业化
工会工作者技能比武也进入收官阶段。“过
去都是他们帮助行业、 企业组织技能比武
活动，如今自己成了竞赛主角。 ”郑俨介绍
说，这一技能比武活动通过“我和工会那些
事” 网络征文、“工会业务知多少” 网络答
题、脑力达人PK赛、最强项目经理人等4个
项目，着力营造全员学习培训的氛围。

自2013年以来， 浦东新区总工会培育
孵化了工会直接领导的社会组织———浦东
公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将工会社工的劳
动关系转入公惠中心， 并建立完善考核管
理、保障激励等机制，创新工会社工队伍建
设管理。 成立仅3年的公惠中心，已获得了

“2015年全国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全国
社会工作示范单位”等荣誉。

建立完善机制， 提高认同感
归属感

公惠中心入驻地是社会组织的聚集
地———浦东公益园。 记者探访当天，浦东新区
总工会领导正与公惠中心干事长郑俨、工会工
作者各分区的片长一起探讨队伍建设问题。

“仅靠体制内的人力，早就无法适应浦东
工会工作的发展要求了。2011年，浦东新区总
工会尝试向社会公开招聘社会化、 职业化工
会工作者。 通过3年社会化招募，组建起了一
支近200人的队伍。 ”浦东新区总工会副主席
张剑铭告诉记者， 随着前几批工会社工日益
深入基层工作，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当其
冲的便是劳务派遣带来的“身份尴尬”，以及
收入差距、职业发展受限等难题。一些工会社
工因此“另谋高就”。

不仅招得进，还得留得住、管得严、用得
活。为此，2013年9月，全国首家工会系统民办
非企业组织———上海浦东公惠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正式成立。 该中心全面承担起工会社工
的组织、培训、管理和派出工作，近200名工会
社工的劳动关系转入中
心， 他们的身份实现了从
劳务派遣工到驻点社工的

转变。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已担任唐镇总

工会办公室主任的姚晓燕告诉记者， 正式
的劳动聘用关系让自己消除了不稳定感。
全新的薪酬管理办法和职务晋升办法，更
使他们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按照社工职业管理办法， 全区社会化、
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工资水平由公惠中心
统一划定， 改变了以往收入随地域变动，地
区差异巨大的情况。 基本工资采取阶梯设
计， 岗位工资的标准依本人担任的职务而
定、设4个档次，职级工资依据个人职业等级
而定、设三级九档，工会社工通过获得相应
的职业等级，个人收入也将逐步提升。

“目前已有7人分别在街镇、开发区总
工会副主席、 经审委主任的重要岗位上任
职。 ”说话间，郑俨又拿出厚厚一叠新员工
登记表，“今年初又有85人要入职， 使队伍
壮大到315人， 比中心建立之初几近翻番。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中， 工会工作者不
再是增加阅历的‘跳板’，而是值得全身心
投入、成就一番事业的职业。 ”

（下转第3版）

“圆珠笔头”火了，还有更牛的环保笔尖在后头！
新华社记者 姜琳

“圆珠笔头”火了。
“太钢集团终于造出圆珠笔头，有望完全

替代进口”的消息传出，朋友圈立即被刷屏，
为去产能下的钢铁行业乃至中国制造大大提
升了信心。

记者近日从太钢集团获悉， 我国不仅首
次实现了笔头钢的批量生产， 而且正在开发
更为环保的国际顶尖无铅笔头。

在此之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
生产国， 中国在制笔核心材料之一的笔尖
钢上，却长期高度依赖进口。 这个直径仅有
２．３毫米的球座体， 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
材料，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
手中。

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 “中国制造” 的质
疑：为何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们无法实现
一个小笔头的自主研发和生产？

太钢集团技术中心主任李建民告诉记
者 ，笔头加工制作精密 ，为保证圆珠笔书
写流畅 、耐用 ，要求笔头所用不锈钢必须

具备优异的耐蚀性 、耐磨性和易切削加工
性。 而只有严格控制特殊元素含量、轧制、
拔丝 、热处理等每一个环节 ，才能达到性
能最佳。

微量特殊元素的最佳配比设计和精准
添加技术是笔头钢的核心“奥秘”，也是国外
企业的绝对“机密”。 就像我们生活中使用糖
精一样，多加一点点就太甜，少加一点点就
无味。

李建民说，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太
钢科技人员自主摸索、反复实验，开发出了具
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 实现了
笔头钢的“零突破”。

与此同时， 太钢主持起草的笔尖钢冶金
行业标准通过了审定。

事实上， 中国钢铁企业过去不产 “笔头

钢”，并非完全出于技术难度，背后真正的原
因是觉得“造不如买，成本太高”，“经济账”没
有算清楚。

有钢铁企业曾向记者坦言， 中国目前每
年需要的“笔头钢”仅１０００吨至１５００吨，相当
于一个５米见方的钢坯大小。按照一吨１２万元
的价格，国内市场总量还不到２亿元，这点利
润微不足道， 其中要投入的研发成本却十分
巨大，企业动力明显不足。

“只盯着国内笔尖钢市场， 有些目光短
浅。 ”李建民表示，易切削不锈钢材料应用比
较广泛，笔尖只是其中之一。印刷机上的小零
件以及轴类、电子类、小马达类产品都要用到
它。 除满足国内使用外，通过加工直接出口，
市场前景也是很广阔的。

直径０．５至１．０毫米的圆珠笔小钢珠就是

很好的范例。 目前我国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
产需要，还大量出口，成功占领了全球制笔材
料的高精尖市场。

能力到位了， 对相应的一类技术都能发
挥示范和引导作用，成为某一块的标杆企业。
这不仅对企业自身有好处， 对提升产业发展
水平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也大有裨益。

“哪一项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升级不需要
付出代价？ 如果不赚钱日本为什么要做笔头
钢？ ”太钢集团董事长李晓波直言，既然圆珠
笔头有市场需求，就可以尝试生产。 企业应
从中举一反三，真正在提升产品品种、质量
和供给能力上下工夫，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需求。 而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
义所在。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郑州环卫工人发福利，不论男女都领到了高跟鞋

慰问环卫工为何屡闹笑话
本报讯 （记者余嘉熙 实习生龚鸣）寒冬

腊月，环卫清洁服务公司发给环卫工人的“暖
冬”福利竟是一双女式高跟鞋———近日，河南
郑州二七区的一些环卫工人，遭遇了“尴尬”
一幕。

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天前，郑州二七区环
卫清洁服务总公司在为环卫工人发福利时，
不论男女都收到了一双女式单鞋，有平底鞋，
也有不少是高跟鞋。

“不仅是女鞋，鞋码也不对。”环卫工人赵
师傅就领到了一双粉色的高跟鞋， 鞋跟大概
有4厘米高，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这个鞋咋
穿？ 干脆不发也行，这大冬天的叫谁穿。 ”

赵师傅的一位女性工友也收到了一双高
跟鞋。她告诉记者，“本来报的码数是40，收到

的鞋却是36码的，根本就没法穿嘛。 ”
1月10日， 二七区环卫清洁服务总公司

针对此事作出情况说明，鞋子是在“慈善暖
冬行”爱心捐赠活动中由商户捐赠，由于工
作人员疏忽，导致部分环卫工人没有领到合
适的鞋。

记者了解到，2016年12月中旬，郑州一家
鞋城在商户中发起针对环卫工人的爱心捐赠
活动，共捐赠3860双鞋，口罩、手套3200副，其
中口罩、手套只对一线清扫保洁工人发放。由
于需要发放的人数众多， 二七区环卫清洁服
务总公司就通过分公司分批发下去， 由于没
有一箱箱打开看， 于是出现了部分环卫工人
拿到女式高跟鞋的情况。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说， 在分发鞋子的过

程中，公司发现了分发错乱的情况，但已经向
环卫工人们传达了解决方法， 即工人们如果
家里有人想穿，就可以直接把鞋领走；如果需
要调换手里的鞋，就向公司上报鞋码，公司会
统一回收拿到鞋城调换， 确保每一位环卫工
人拿到合适的鞋。

此事一出， 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环卫工
人为何屡遭“奇葩”福利“消遣”的讨论。 有人
认为， 捐赠鞋子的商户和环卫公司的本意是
好的，发放“福利”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不应该
吐槽。

但这种说法遭到质疑。“既然是发给环卫
工人的，就要考虑针对性和实用性。 ”不少郑
州市民认为， 捐赠企业和环卫公司应该换位
考虑环卫工人们的感受。网友“冬天里的一把

火”说，环卫工人有拒绝“不合理”捐赠的权
利。 尤其是在寒冬时节发单鞋，还是女式的，
确实难言温情。

近年来， 全国各地专门面向环卫工人群
体大捐大赠的爱心企业、 爱心机构是越来越
多。 而类似于郑州二七区环卫工人领到的这
种“奇葩”福利也不是第一次。此前，就曾有环
卫公司把过期的矿泉水当福利发放给环卫工
人； 有领导慰问环卫工人时发300元红包，活
动结束随即被收回。

“从根本上来说，管理者对环卫工人欠缺
最基本的尊重意识。”暨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刘
登顺认为，无论是献爱心还是发放福利，都应
考虑环卫工人的需求和感受， 才能真正把好
事办好。

云端筑“天路”
在雅安市雨城区对岩镇的山谷之间，四

川省在建最大的互通工程———对岩枢纽互通
工程在紧张建设之中（2016年12月26日摄）。

寒冬时节， 一条横跨十几个断裂带的 “天
路”正在云雾中修建。这是被称为世界筑路工程
界的“珠峰”———雅康高速公路，短短135公里高
差达2000米。在山岭云雾中的施工现场，建设者
用真实经历展示了这条“天路”的修建之难：“蜀
道难，难于上青天”！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