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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爱国情 奋斗者奋斗者

从“打杂”中专生到行业标杆，哈飞集团首席技能专家秦世俊始终坚守——

“我的根在车间里，在机床旁”

本报记者 张世光

在央视《开讲了》栏目中与主持人撒贝
宁“对侃”，以黑龙江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的
身份参加会议、学习、调研……

在很多人的眼中，秦世俊变了，他在人
们心中留下的不再仅仅是过去那个穿着工
服在车间里忙来忙去的形象。但事实却告
诉人们，他，一点儿都没变。

2018 年 11 月，秦世俊获得了第十四届
“中华技能大奖”。自 1995 年设立至今，20
多年的时间里，黑龙江省获得这个奖项的一
共只有 9人。这也是继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一系列荣誉之后，秦

世俊再一次通过在机床旁的努力而获得重
大荣誉。

“我的根在车间里，在机床旁，这一点，
永远都不能变。”中国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
工业集团数控铣工高级技师、首席技能专家
秦世俊如是说。

逆袭的中专生

2001 年，技校毕业的秦世俊来到中航
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下称“哈飞
集团”）成为一名模具钳工。

刚入行时，秦世俊是很绝望的。因为，他
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个大钢块儿锉成一个很
小的零件，经常是胳膊累得都抬不起来。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康劲 特约通讯员王小虎）
3 年时间，见证着兰州石化公司化肥厂动力
车间高级技师杨子海作为一名“陇原工匠”
的成长历程。2015 年，他凭借在锅炉前练就
的一双火眼金睛，优化锅炉开车方案，一年
节约天燃气 1191 万立方米，为企业节能超
千万元；此后，他领衔的创新工作室培养出 7
名技师、3 名高级技师、5 名班长、6 名技术人
员，带出的学员连续 3 届包揽公司技能竞赛
第一名。

今年 2 月，凭借锅炉联合技术改造等领
域沉甸甸的成绩，杨子海在全省 290 多万名
职工的投票评选中，登上第三届“陇原工匠”
光荣榜。

“陇原工匠”是甘肃省总工会联合有关单
位开展的一项学习宣传推选活动，已连续举
办 3 届，共推选出 30 名“陇原工匠”和 30 名

“陇原工匠”提名奖获得者。甘肃省总工会几
年来坚持把弘扬工匠精神作为重点工作着力
推动，持续释放“工匠效应”，引领全省职工建
功立业，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甘肃工会聚焦“一带一路”和“甘肃十大
生态产业”建设，深入开展“践行新理念，建功

‘十三五’”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去年以来在
全省 3.3 万家单位组织 357.99 万职工广泛参
与不同层次的重大项目劳动竞赛、园区劳动
竞赛和企业劳动竞赛，并同步在14个市州、31

个产业（系统）、33个大企业（集团）部署了567
项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将对标精益求精的专
业精神、专心致志的做事态度、追求卓越的创
新精神落实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种，推动
工匠精神成为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的标杆。

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过程
中，甘肃省总工会以工匠事迹、工匠精神作为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
的现实标尺，以示范性劳模（工匠）人才工作
室和车间班组为阵地，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改
进技能评价方式，完善技能提升体系，创新技
能导向激励机制，通过奖补 200 多万元的方
式，带动企业投入 1.3 亿元，不断拓展产业工
人发展成长空间，促进 4 万多名优秀产业工

人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在省总工会的引领和倡导下，各类企业

和不同行业开展的工匠推选宣传活动呈现
“井喷”之势，“金城工匠”“金张掖能工巧匠”
“铜城工匠”“平凉工匠”“定西工匠”“河州工
匠”“石油工匠”“国防工匠”“路桥好工匠”“甘
肃建设十优工匠”“兰石十大工匠”等学习宣传
推荐活动，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
共同参与和支持。各级工会组织发挥各自优
势，用职工群众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有针对
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工匠宣讲活动，让工匠
精神、工匠事迹成为媒体持续不衰的热点、焦
点，形成新闻宣传集聚效应，极大地调动和鼓
舞了一线职工学习弘扬工匠精神的热情。

甘肃：持续释放“工匠效应”引领职工建功立业
连续 3年开展“陇原工匠”学习宣传推荐活动

本报记者 王 伟

“就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桂林的山水真
漂亮！”69 岁的曹桂琴，是江苏省江阴市夏港
街道长江村的村民，4 月 21 日，她和村里 100

多名老年人，参加了村里组织的首批桂林 5
日游。“前些年还去了香港、澳门和北京呢，都
是免费的。别人都是靠子女，我们不一样，我
们靠的是村里，我这次出来穿的就是上次重
阳节发的老年鞋。我们的日子真幸福！”

随着昔日的江滩贫困村变身为“全国十
佳小康村”，像曹桂琴那样，长江村的 3000多
位村民，如今走上了一条幸福路。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从江阴城区出来，车行不到 10 分钟，便
是长江村。

初识长江村，会被那金灿灿的幸福门、雅
致的荷塘而吸引，沿着新长江路缓步向前，红
顶白墙的别墅整齐划一，郁郁葱葱的树木错
落有致。如果不是那高高的大石牌坊上“中
国长江村”几个字的提示，这派景象真的很难
让人想象这是一个农村，而不是城区呢！

长江村党委书记李洪耀告诉记者，长江
村因北靠长江得名，全村总面积 6.5 平方公
里，有 19 个村民小组，818 户 3050 位村民。
这些年，长江村先后荣获中国经济十强村、全
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全国十佳小康村等荣誉称号。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当年村里都是
捕鱼种地的人，一直是个穷村。”

变化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1971年，李
洪耀的父亲，村里的老书记李良宝用700元创
办了两座小砖窑，由此起家。改革开放迎来
苏南乡镇工业大发展阶段，村里利用积累的
资金，接连创办兼并了标准件厂、化工厂、钢铁
厂等，为长江村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3 年是个特别的年份。”李洪耀说，
那一年，全村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阴地
区第三个亿元村。

进入新世纪，发展起来的长江村自觉进
行转型升级，重点转向高端冶金制造、港口物
流、拆船、房地产、远洋运输、海洋工程和金融
投资等产业，全力打造村级经济发展新优势。

2010 年，长江村在浙江舟山投资 67 亿
元，建起占地近 5000 亩、拥有 5000 米黄金海
岸线的产业园……

经过 40多年的拼搏发展，长江村已建起
了经济总量超 500亿元、利税超 30亿元、净资
产超 300 亿元的村级经济实体——中国 500
强企业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

幸福村的“6有”

村强了，怎么富民惠民？
在曹桂琴看来，长江村的幸福标志就是

大家经常讲到的“6 有”，即“家家住别墅、人
人有股份、户户有存款、个个有金银、年年有
保障、处处有美景”。

从 1995 年开始，村里先后投入 4亿多元，
陆续为村民建起了818幢别墅楼，并无偿给每
户村民送上一套别墅。截止到 2005 年 12 月
30日，全村818户村民，全部住进了别墅新居，
彻底实现了集中居住，改变了村民居住环境。

另外的 5 个“有”是：2006 年起，通过分
股、扩股，每位村民股份总额达到 5 万元，参
加股份分红；2006 年和 2008 年，分别给每户
村民发 1 万元存单和每个村民 1 万元现金；
2010 年、2012 年，给每个村民发 100 克黄金、
100 克白银；村民充分就业率达 99%以上，职
工年工资增长 10%左右，老年人按年龄段每
月领取尊老金，逢年过节还有慰问金和压岁
钱；2009 年，投资 1.35 亿元建成了千亩“长江
之星”湿地生态园、长江村中央花园，村庄绿
化率达到 50%以上。

还有免费给每户村民接入天然气，暖气
热水“双暖”入户，垃圾集中清运和绿化专业
管理……

不仅要“口袋富”，更要身体好，心情好，
素质高，提升幸福指数。

(下转第 2版）

长江村的幸福写照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白瀛）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三集高清纪录片《亚
洲 文明之光》将于 12 日至 14 日播出。该片
从人类历史发展视角，展现了亚洲文明的演
进脉络，再现了亚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悠久
灿烂、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文明图景。

央视相关负责人 11 日在京介绍，《亚洲
文明之光》呈现了亚洲地区从文明出现、建
立、成熟、辉煌、交流和影响的历史进程，讲述
了越南的奥黛、柬埔寨的吴哥窟、约旦的佩特

拉古城、马尔代夫的海洋生态等文明在历史
中不断延续的历程和亚洲先民艰苦奋斗创造
历史的故事。

据悉，该片拍摄足迹涉及亚洲 22个国家
和地区，涵盖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美
索不达米亚文明到亚洲各国、各地区、各文明
圈的历史遗迹和文明创新；该片音乐以大管
弦乐为基调，同时融入远古的埙和箫、亚洲共
有的琵琶、古印度的萨罗达琴以及西亚、中
亚、东南亚等音乐元素。

纪录片《亚洲 文明之光》将推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电（记者郭敬丹 吴振东）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张工作证。
泛黄的内页上写着：上海电力公司兹证明
王孝和为本公司工人……

王孝和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解放
战争时期，这位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积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最终在敌人
的刑场上英勇就义。

王孝和原籍浙江鄞县，1924 年生于上
海。1938年，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
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党组织的培养。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进入美商
上海电力公司。1946 年 1 月，上海电力公
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积极组织工人参加
罢工斗争。1948 年 1 月，王孝和当选为上
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上海电力公司
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将工会内
的 5 名党员理事组成党团，由王孝和任党
团书记。在王孝和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
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4 月 21 日，由于叛徒出
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在监
狱中，王孝和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敌人从王孝和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便将他判处死刑。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
地说：“从我被捕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
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
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
酷和对人民的仇视。”在牺牲前，王孝和先
后写下了三封遗书，他号召战友们“为正义
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9月 30日
上午，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时年 24岁。

那时，王孝和已是一位年轻的父亲。
在狱中，王孝和家中的妻子已有孕在身，这
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名字就是父亲
在狱中为我起的，他在写给母亲的遗书中
说，‘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王佩民是
王孝和的小女儿，她在父亲牺牲后 21天出
生。从未见过父亲的她，对王孝和的认知
就来自于一张张历史照片，一封封父亲在
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在女儿心中，王孝和对家庭充满爱，但
为了党的事业，他可以牺牲一切，父亲以自
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的革命者之歌，激励
着后人为祖国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王孝和：无所畏惧的工人阶级代表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5月 10日，国家医
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9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将继续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筹资标准，今
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30元，达
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520元。同时稳步提升待
遇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由 50%提高至 60%。
《通知》明确，新增筹资主要用于两方面：

一方面要确保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到位。巩固
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建立健
全居民医保门诊费用统筹及支付机制，把高
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另一方面，要提高大病保险保障功能。

降低并统一起付线，原则上按上一年度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确定；对贫困人口加
大支付倾斜力度，在起付线降低 50%、支付比
例提高 5%的基础上全面取消封顶线。对实
行个人（家庭）账户的，应于 2020 年底前取
消，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已取消个人（家庭）
账户的，不得恢复或变相设置。

针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尚未整合统
一的地区，《通知》要求加快两项制度整合，于
2019 年底前实现两项制度并轨运行向统一
的居民医保制度过渡。

此外，《通知》明确各地同步建立统一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统一规范大病保险
筹资及待遇保障政策；并落实筹资待遇调整
政策，于今年底前按最新筹资标准完成拨付，
确保政策、资金、服务落实到位。

目前，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已实
现地市级统筹，但近一半是基金调剂模式，
还没实现基金统收统支。《通知》以实现基金
统收统支为重点，提出做实城乡居民医保地
市级统筹标准，并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省级
统筹。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增加 30元

5月11日，肥西县上派镇新华社区小朋友在展示“描绘心中的妈妈”作品。
当日，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新华社区举办“描绘心中的妈妈”母亲节主题活动。孩子们用

画笔表达对母亲的爱和祝福。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描绘心中的妈妈”

5月11日，参加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
修与数据恢复赛项的选手在比赛中。

当日，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
复赛项在位于银川的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来自 28 个省区市的 178 名选手参
加比赛。

新华社发（冯开华 摄）

职 业 院 校
技能大比拼

秦世俊在工作中秦世俊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