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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集体经济为零，全旗 68个村倒数第一的
贫困村，现如今发展成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突破 35万元，农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 17800多元，全旗第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
的华丽“变身”，离不开工会组织的帮扶。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总工会 2013年帮扶麻黄套
村以来，投入包扶资金 400余万元，在危房改造，水、
电、路等公共设施建设方面集中发力，新修通村柏油
路 33 公里、砂石路 10 公里；新架输电线路 82 公里，
新增变压器 50台；新打机井 2台，建设无线网基站 1
个，实现了道路通村入社、照明电按需到户、动力电
按需到井、人畜安全饮水和通信网络信号全覆盖，为
麻黄套村招商引资，产业脱贫奠定了基础，持续提升
了该村脱贫能力。

产业搭建富民路

9月初，马铃薯收获时节，记者在麻黄套村万亩
马铃薯基地看到，大型马铃薯收获机械正在收获，运
输车辆接连不断，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分级筛选马铃
薯，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有盼头的日子干活也来劲。”正在地里忙活的
村民张智仁对记者说。

今年 62 岁的张智仁，2013 年老伴患胃癌，儿子
初中辍学常年在外打工，自己的身子骨也不好，为了
给老伴看病已经花费了 18万元，都是东借西凑和贷
款。家中一年的收入都不够妻子1个月的化疗费。

如此境况，让人无奈。直到 2015年村里分红近
2 万元，再加上在合作社打工挣了 1 万多元，卖牛羊
挣了 1万多元，彻底改变了张智仁家的贫困境地。

如今，张智仁的 5 万元贷款已经还清。坐在地
边看着马铃薯喜获大丰收，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不停
说工会的帮扶救了他们一家子。

像张智仁这样的农牧户还有 50 多户。通过整
合荒闲土地、规模化经营，不仅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种
植模式，降低了劳动成本，农牧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也
提高了。土地入股加上分红，农牧民的利益得到了
最大化，人均年收入增加了 5000 多元，农民靠发展
马铃薯走上了致富之路。

麻黄套村党支部书记胡双山说，在市旗两级工
会的协调帮助下，麻黄套村马铃薯种植走上了订单
农业致富路。村里种的一部分是炸薯条专用型马铃
薯夏波蒂，并与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由公司提供
全程技术服务和销售保障，通过订单销售模式，供应
全国各地西式快餐厅的冷冻炸薯条和马铃薯制品。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总工会产业帮扶麻黄套村
以“支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为基础，
协调引进中川三和农林公司等 4家企业，规划 3万亩
土地建设以马铃薯种植为主，饲草、林果、瓜菜种植
为补充的四大产业基地，引导农牧民发展专业化经
济作物种植，年产马铃薯、白萝卜、玉米等农产品 2
万余吨，实现纯收入 4000万元，农牧民直接受益 540
万元。

搭平台，农产品畅销各地

最近，麻黄套村的 800 亩白萝卜喜获丰收，从 8
月下旬到现在每天都要采摘 40吨白萝卜发往广东、
福建等地。

土地承包方福建宏达盛农业发展公司内蒙古负
责人许维来告诉记者，2017 年他来麻黄套村考察时
发现这里土壤肥沃、光照充足，十分适合种植白萝
卜，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立种植基地，但是运输路程
远，如何保质保量将白萝卜运输到目的地一直困扰
着他们。

针对这一问题，麻黄套村在鄂尔多斯市总工
会的帮助下引进了汇能公司，利用村集体土地打
造了麻黄套现代农牧业物流园区。市总工会注资
麻黄套村 120 多万元入股该园区，建设冷库、储存
库等配套设施。如今，该园区配套有马铃薯储存
库、玉米烘干塔、冷库，形成存储、烘干、运输、收购
一条龙产业链，让各类农产品得以远销上海、杭州
等城市。

许维来说，他们公司就是看中麻黄套现代农牧
业物流园区这个平台才下定决心来投资的。

福建宏达盛公司积极吸纳麻黄套村富余劳动
力。正在采摘辣椒的村民张继兵就是受益者之一。
张继兵家有 110 亩土地，沙化严重，荒废闲置，宏达
盛公司以每亩 90元的价格租用，并雇他到白萝卜种
植基地打零工，一年下来张继兵除去土地租金 1 万
元外，还能通过打工赚取 1万多元。

鄂尔多斯市总工会产业工会主席、麻黄套村第
一书记张文说，麻黄套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了，农牧
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部分农牧民就业问题解决
了，以后麻黄套村要把物流园区打造得更好，面向全
国市场，让农牧民的收入越来越高，让麻黄套的产品
成为品牌。

随着麻黄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如今，孤寡老人、
身患残疾的村民、就读大学的子女都由麻黄套村集体
出资，让村民没有后顾之忧，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工会推进产业扶贫，引来村民致富源头活水

麻黄套村的华丽“变身”
合肥市总

提高“母婴室”补助标准
近期，合肥市总工会就“爱心母婴室”建设的相关实施内

容、建设标准以及补助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值得关注的是，
对爱心母婴室建设补助金额进行了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
为一类母婴室每年2万元、二类母婴室每年1万元，并连续补
助3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母婴室设施设备的更新维护、日常
用品的添置和活动的开展。

目前合肥市总工会爱心母婴室已达到102家，此次新标
准的修订，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爱心母婴室”建设，为职场
妈妈打造温馨港湾，让女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精力投入到工作
当中。 （戴恒曙）

——摘自12月10日《安徽工人日报》

保定市总

拨专款奖励工会创新成果
近日，河北保定市总工会出台文件，通报表彰去年全市

工会26项创新成果，并对基层工会的18项创新成果给予资金
资助，共下发创新资助资金21.5万元。据介绍，这是保定市总
工会自实施全市工会工作创新奖评选办法以来，连续第3年
奖励创新。

根据相关规定，保定市总对全市基层工会的18项创新项
目给予一次性专项资金补助，荣获全市工会工作创新奖一等
奖的，每项给予补助资金2万元；荣获二等奖的，每项补助资
金1万元；荣获三等奖的，每项补助资金5000元。市总各部门
的创新奖资助资金，纳入各部门预算。 （吕新生）

——摘自12月9日《河北工人报》
（李丹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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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浓曦

冬日渐深，气温渐冷，陕西最北端的榆林市
工人文化宫，繁忙和热闹有增无减。

“年底之前，活动都排满了，其中榆林春晚、
市两会、少儿春晚等重点服务、保障，背后的各
项工作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榆林市工人文化宫
主任刘健告诉记者。

建成投用仅仅两年，这座文化宫已经成为榆
林人心中文体活动的新地标。

工会的“榆林速度”

榆林亦称驼城，素有“九边重镇”之称。榆林
曾经贫穷落后，改革开放至今，榆林一跃成为全
省经济重要的增长极。榆林也越来越需要建设
一个能够满足职工群众生产生活与学习发展的
精神乐园。

“榆林作为西部强市、能源大市，产业工人达
60 多万人，没有一个市级工人文化宫，没有一个
职工活动的地方，这与发展是不相称的。”时任
陕西省总工会主席的白阿莹说。

机遇不期而至。其时，国家加大力度建设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陕西省总果断决策，通过顶层
设计，将新建改造工人文化宫项目打包为陕西
省重点文化项目，将市级新建工人文化宫项目
列入了地方“十三五”重点文化建设项目规划。

榆林市总积极建议，市委、市政府决策新
建一座高水平的工人文化宫。论证、选址、立
项……快马加鞭。 2016 年 4 月 28 日，榆林市工
人文化宫破土动工。2017 年 9 月 15 日，文化宫
正式投入使用。当天，陕西省第八届文化艺术
节即在新落成的文化宫开幕。同一天，陕西省

总在榆林召开全省地方工人文化宫建设现场推进
会，对榆林市总给予 600 万元的重奖。

仅仅 17 个月，工人文化宫建设的“榆林速度”，
背后是榆林市总工会两届领导集体“一任接着一任
干”。“文化宫的建成，寄托和实现了榆林市几代工
会人的努力、梦想和职工的期盼。”刘健告诉记者。

服务职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宣传工会

在榆林市东北方位，一块 50 亩的土地上，文化
宫依据天然地势坐南朝北，大气庄重。文化宫分
南区、北区两大板块。南区是文化宫的主体建筑，
以剧场为中心，东、西两边的附属建筑和南边配套
建筑，呈“品”字形分布，灰瓦“戴顶”，配以灰白色
墙面、巨型落地玻璃窗、花岗岩台阶和地面，色调
和谐沉静。

“文化宫的设计本着‘定位高、理念新、功能
全、设施齐’的原则，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高全
民素质为目的，是一个与榆林市经济发展水平、新
时代职工的新需求相匹配的现代化工人文化宫。”
榆林市总工会主席马治东说。他告诉记者，建成
以来，通过文化宫这个平台、窗口，工会与广大职
工、与党政各部门的联系显著增强，社会影响力大
为增强。

记者进入主体建筑详细考察了一番。
剧场是整个建筑的中心。走进前厅，璀璨光

明，一尘不染，左侧是专为文化宫创作的巨幅国画
《雄美镇北台》，让榆林的历史氛围立刻充盈；右侧
墙壁竖写着红字“让工人文化宫成为职工的学校
和乐园”，使文化宫的独特作用一目了然。

由两边通道进入剧场，视线豁然开朗，辉煌的
灯光下，是暖色木质地板和专业的墙壁，楼上楼下两
层，配备着 1004 个舒适的天蓝色沙发椅。舞台之
上，中间是子母合唱升降台，5层升降台阶，可供 160

人合唱演出；背后是一块 157.25平方米的电子大屏，
两边分立着 6块 14平方米的侧屏；顶上，悬挂着一层
层、一排排的可升降、调节的幕布和专业灯具。

剧场背后，是一座五层楼房。这座专门为剧
场配套的功能楼，提升了剧场的专业服务能力。

“这是按照专业剧场的标准设计、建设的，可以提
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刘健告诉记者。

文化宫的正面，正中的五层楼以及东西两侧
的两层辅楼，则主要彰显着工人文化宫的特色功
能。其中，东侧辅楼是职工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分
布设置着信访接待、职工热线、职业介绍、技能培
训、困难救助、法律援助、职工互助保障、会员卡服
务、劳模管理等 9 大服务窗口，二楼是 4 个大小不同
的培训教室；西侧辅楼主要是专业的配有休息、洗
浴的羽毛球、乒乓球馆；正中的五层大楼，除一、二
层用作剧场大厅外，三、四、五层分别是职工文化展
厅、工运史馆、职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等。

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文化宫揭牌投用至今，榆
林市工人文化宫作为驼城新地标，已先后承接了
陕西省第八届文化艺术节、榆林市少儿春晚、元宵
晚会、公益电影、送温暖启动仪式、民间工艺技能
大赛、优秀书画剪纸作品展、职工大合唱以及全市
两会、劳模表彰大型会议等在内的近百场大型职
工活动和大型演出，接待职工群众和演职人员超
过 13 万人次。同时，职工服务中心已接待来电来
访职工群众 2000 多人。

“我们的文化宫主要是服务职工需求、活跃职
工文化、宣传工会工作三大功能，把工会面向职工
的所有服务都整合到文化宫这个窗口，我们还将根
据职工群众所需研究探索新的服务。”马治东说。

探路文化宫建设与运行

榆林市工人文化宫的建成投用，人们最关心

的是：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建成后的运行成本怎
么解决？新的功能服务在哪里？

据了解，文化宫总投资 1.3 亿元，其中，市财政
拨款 5000 万元，省总以奖代补 2200 万元，全总奖励
50 万元，其余是市总的历年积累以及多种渠道的
支持。其中，室外运动场的投资 300 多万元，来自
体育局的支持；室内的灯饰等设备 110 多万元，是
文化局的支持；树木、景观带、绿地的建设，是林业
局支持；还有人防、环保、市政等众多部门纷纷给
予帮助。

此外，2017 年 7 月 5 日，即文化宫建成揭牌前
夕，榆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出成立榆林市工人
文化宫的批复，明确文化宫为市总下属事业单位、
副县级建制，核定事业编制 20 名，经费实行财政全
额预算。市委、市政府还作出决定，从 2018 年始，
市财政每年列入预算 500 万元，用于文化宫的运
行、维护。

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全部解决。接下来，路就
交给了文化宫管理者们。

“我们需要着力探索的是摸准职工群众的脉
搏 ，提 供 新 的 满 足 职 工 精 神 文 化 广 泛 需 求 的 服
务。”刘健说。

位于五楼的职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可以
通过心率、脉搏、呼吸等检测，分析出人的心理问
题，而情绪宣泄室的丰富设施、游戏，则可以让被
测试者宣泄压力、释放情绪。

“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职工的心理问题普
遍、突出，因此，我们及时向职工提供高水准的心
理健康服务。”刘健说。

“三、四两层楼还有不少空间，我们想把这些
地方打造成劳模创新工作室、书画创作室、文艺
沙龙等，我们将组织策划文化活动，带动影响全
社会的职工群众，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刘健满
怀信心。

为了满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广泛需求，匹配地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工会以

“榆林速度”打造了一所全新的职工学校与乐园——

这座工人文化宫是怎样建成的？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黄从高

粤北山区的紫金县，工会底子薄、人手少、资
金缺、线面广。近日，记者了解到，广东紫金县
总工会坚持工会工作、资源、政策重心下移，推
进镇、村“三个一批”工联会一体化示范点建设，
建立村级工联会，打通联系服务职工“最后一公
里”。

紫金县总工会 2018 年建成了敬梓镇及其辖
区内中联、敬梓和冯坑等 3 个村工联会示范点，
并于今年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又建成水墩、中坝和上义等 3 个镇级工联
会组织。

记者了解到，当地镇委、政府积极支持镇村
工联会建设，完成建设 4 个镇级工联会示范点。
具体由当地政府筹集 15 万元，专门抽出办公室
加以修缮，作为工会活动场地、办公场地和职工
书屋。3 个村工联会示范点也参照这一做法配
套解决办公用地，较好地解决了镇村工联会办
公场地问题。

目前，全县 4 个镇级工联会示范点，成立了
工联会组织，聘用了工会工作者，完善了服务场
地，健全了工作制度，开展了工会活动，达到了
有机构、有人员、有制度、有经费、有活动、有管
理的工作目标。例如，在敬梓镇镇级工联会示
范点，配备了电脑、桌椅等办公设备设施，完善
了办公场地，还建成了乒乓球室等室内健身场
所、羽毛球场和篮球场等健身活动场地和职工
学习场所，完成了会、站、家一体化的职工之家
建设。

目前，各工联会示范点建设不但制度机制健
全，而且把会员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实现示范
点建起来、活起来。镇工联会示范点联合学校
工会、村级工联会，广泛开展读书征文赛、书法
比赛，篮球赛、象棋赛和羽毛球赛，在今年“五
一”、“七一”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座谈会、文艺晚
会等文体活动，为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生活提
供了平台，使镇工联会成为“职工有事到此诉
求、无事来此活动”的工会服务阵地。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紫金县镇村工联
会深入推进“学工匠、提素质、立新功”活动，不
断在培育乡村工匠人才尤其是“五匠”人才（乡
村茶业工匠、建筑工匠、清洁工匠、护林工匠和
养护工匠）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
供人才智力支撑。例如，敬梓镇发动职工 270 多
人次参加三红蜜柚、春甜桔种植技术培训。目
前，通过乡村工匠人才的带动，紫金县重点推进
生态旅游和茶叶种植、深加工、销售等特色产业
的发展，叫响特色产业品牌。

镇村工联会示范点建设探索较好地破解了
山区镇村工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乡
村振兴战略，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河源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荣卓认为，紫金
县的镇村工联会示范点建设较好地解决了服务
阵地、工作人员、制度机制等问题，达到了制度
化、规范化、民主化、群众化和常态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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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中建集团在位于成都市的一处建设工地举行集体婚礼，6对新人喜结连理。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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