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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旬，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纯带队的大国工匠创

新创业基地筹建工作调研组，马不停蹄进

企业、选地址、备项目。这一切是为了尽

快为劳模工匠发挥作用提供用武之地。

4月 25日，太原市百万职工聚焦“六

新”助力转型暨第十二届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启动，聚焦“六新”，44个赛区、84个

工种，为各行各业职工提供展示风采的

舞台。

……

多年来，山西各级工会组织始终牢

记初心、践行使命，当好职工“娘家人”，

在关爱呵护职工群众的一点一滴中彰显

着工会人的责任和担当。

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壮大

1925 年元旦，山西工人联合会成

立，同年 8月，太原职工联合会成立。从

那个时期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山西各级

工会组织坚定地带领职工群众开始不屈

不挠的奋斗。

1922 年到 1934 年间，山西各地、各

厂矿共成立了 13个工会组织，开展如火

如荼的罢工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山西

工会领导工人武装 7 支，参与组建工人

武装 20多支。在抗日根据地，山西工会

组织、动员工人采用各种方式支援抗战，

参与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中，山西各

级工会号召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

动员广大职工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1949 年 9 月 6 日，在中共山西省委

领导下，山西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

立。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各级工会组织

迅速建立，培养了大量工会干部和工会

积极分子，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积极投身

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推动形成群众性技

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热潮。

工会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后，山西工运事业得到

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恢复扩建省总干

校、新建奇村疗养院、收回晋祠疗养院、

创刊《山西工人报》……这一时期，山西

工会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1983 年，山西省总出台的《关于加

强知识分子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工

会是工人之家，也要成为知识分子之

家”。这一做法在全国具有首创意义。

太钢的全国劳模李双良是改革中出

现的先进人物。通过开展“学双良、当主

人、比贡献、创一流”竞赛活动，山西省涌

现出大批李双良式模范人物。

1992 年，山西省总开始实施送温暖

活动，发展到今天，已逐步成为一项常态

化、长效化、社会化健康运作的系统工程。

2003 年 9 月，山西省总工会困难职

工援助中心成立。2005 年，山西省总与

省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推动最低工资标准

的落实，全省百万职工受益。2005 年 8
月，省总在阳泉、太原试点职工大病医疗

互助活动，仅两年时间，就相继在全省 7
个市开展此项活动。

紧跟时代步伐形成工作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工会进一步

主动作为，紧跟时代步伐，牢记初心、践

行使命，呈现出亮点纷呈、特色鲜明、品

牌响亮的工作新局面。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转型升级任

务，全省工会开展以小发明、小创造、小

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为内容的“五小”竞

赛活动。两年内，这项活动迅速覆盖各

类工业企业，并逐步向事业单位、服务类

企业延伸，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新机

制。全省参赛企事业单位达到 2.3 万余

家，参赛职工突破 400万人，其中重点示

范企业 979家，累计产生“五小”成果 6万

余项，创效 62.8亿元。

山西省总创造性地开展为农民工讨

薪专项行动，并探索出服务农民工的“山

西模式”。全面开展“农民工有困难找工

会，拿不到工资找工会”专项行动，逐步

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省总压

缩经费开支，用节余资金建立起规模 1.5
亿元的农民工讨薪应急周转金，省、市、

县三级工会全部建立使用规范、追偿有

方、补充有序的周转金。专项行动中，直

接处理工资拖欠案件 988 起，追讨欠薪

1.82亿元，垫付周转金 535.64万元。

山西省总高度重视源头治理，积极

参与劳动法律法规制定，逐步形成总

体维护与具体维护相统一、全面维护

与重点维护相结合、内部资源与外部

资源相协调的工会维权新格局。两年

之内相继推动出台《山西省企业工资

集体协商条例》《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

护条例》两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省

级法规。

与此同时，山西省总积极履职，在

助推经济发展、竭诚服务职工中展现

积极作为。以开展全国示范性劳动竞

赛为契机，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建功立

业。全国第六届职工技能大赛中，山

西获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以加强

职工思想文化建设为重点，抓好成风

化人凝心聚力工作。健全劳模先进培

养、选树、评比、表彰及退出工作机制，

评优表彰权威性和号召力不断增强。

广泛开展“中国梦·劳动美”系列宣传

教育和寻访“三晋工匠”“最美劳动者”

活动，在全社会掀起学习劳模、崇尚劳

模、争当劳模的热潮。依法推进企业

普遍开展集体协商，全省集体合同签

订数达 3.98万份，覆盖企业 9.16万家，

覆盖职工 485.5万人。

今年 1 月，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

将建设 200 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纳

入 2021年“民生实事”。在 11件“民生

实事”中，由山西省总牵头的户外劳动

者爱心驿站建设是唯一新增的一件。

紧跟时代步伐形成工作特色，彰显责任与担当

山西工会竭诚服务职工久久为功
工会工作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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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推动送温暖活动常态化、

探索出服务农民工的“山西模

式”、积极参与劳动法律法规制

定……山西工会牢记初心、践

行使命，在一点一滴中凸显工

会人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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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马大为 杜南星

日前，由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委宣传部

指导，深圳市总工会全资出品的“五一”国际

劳动节献礼片《工夫》在深圳某影院首映，并

在视频网络上线。影片聚焦普通职工，记录

下他们的梦想和追求，描摹出一幅可感可知

的劳动者群像图。

影片由“圆梦”“归途”“轨道之歌”“三十

三路”“白日梦想家”“守望日记”“步履不停”7
个并列式故事组成，由 7位导演联合执导。故

事均取材于深圳职工的真实经历。

认真的人最帅

“爸爸，什么是帅？”“帅就是爸爸最认真

的时候。”影片《工夫》开篇第一个故事中，深

圳某电子厂工人何晓辉给年幼的女儿讲解

“帅”的含义，女儿于是用彩色笔描绘出父亲在

工会“圆梦计划”的讲堂上听课做笔记的画面。

何晓辉最初来深圳时，由于没有学历和

技术，挣着微薄的工资。一天，他收到一张工

会的“圆梦计划”传单。赶到传单上的上课地

点，他站在讲堂后门听了半节课，自此开始了

追梦之旅。

何晓辉的追梦之路并不平坦，但女儿的

画中“心声”激励着他咬牙坚持下去：放弃的

人不帅，认真的人最帅。两年后，他如愿拿到

毕业证书，在阳光下穿着学士服跟女儿合影。

据了解，深圳市总工会“圆梦计划”自

2008 年启动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1.1 亿元，共

资助 17556 名职工圆了大学梦，为 20 多万名

职工提供了 80 个工种的公益性技能培训，受

惠职工达 125万人次。

“白日梦想家”

在《工夫》关于“白日梦想家”的故事里，

大伟是房地产中介，乐生是外卖骑手，小苏是

网络带货主播。他们白天各自忙于工作，晚

上聚到一间小仓库里，倒腾着智能机器人的

研发。

“实验记录，第 1234条。”在 1个月内失败

了 11次后，他们进行了第 12次实验。结果机

器人短路，又一次失败。屡次失败让他们萌

生退意。

一次，大伟到武馆练拳，转身踢腿的动作

总做不好。那天是武馆营业的最后一天，教

练的心底藏着一个“厨师梦”，一藏就是 20年，

如今他想为自己的梦想重新奋斗。教练告诉

大伟：“找准发力点，在这座城市大有可为。”

在武馆教练的鼓励下，大伟、乐生、小苏

三人重新拾起造机器人的“梦”。小仓库的灯

再度亮起。“实验记录，第 1395条。”这一次，他

们成功了。

不为人知的坚守

深圳地铁高级技师谢洪雍本色出演影片

中的轨道检修工老李。老李要求儿子阿峰子

承父业，可阿峰并不理解这份工作的意义。

一次地铁轨道发生紧急事故，抢修任务

紧急，父子俩“战场”相遇，携手作战。阿峰看

到了父亲的另一面：技术过硬、经验老到、态

度认真。他开始明白父亲为这座城市轨道安

全所付出的心血。自此，阿峰调整心态，在铁

路行业扎下根来。

“整部电影站位高、视野宽、素材好、创意

精，能打动人、感动人、影响人，具有时代特

征、工会特点和职工特色。”观影后，广东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冯建华

如是点评。

据悉，影片《工夫》自 2020 年 9 月启动拍

摄，至 2021 年 3 月完成全部后期制作。影片

按照院线电影的工业化标准和流程制作，7个

剧组制作成员总人数超过 260人，并向全国遴

选影视演员。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彭海斌表示，希望以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影片艺术形式，记录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坚守、

奉献，展示深圳各级工会组织团结动员职工

建功立业的努力与风采。

电影《工夫》火了，7个真实可感的劳动者奋斗故事打动人心——

“职工梦想家”走上银幕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五一”前夕，在河南南阳老界岭景

区 4000 米的高空中，5 对特殊的“新人”

乘坐直升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5 对“新人”均为劳模夫妇，他们在

各行各业中默默奉献，成为劳动楷模，伴

侣全力支持、不离不弃。

“那时候没有车，她是步行到我们家

的。”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

滚坚守八百里伏牛山深处 20年，用一根

扁担挑起山里娃的“上学梦”，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为了支持张

玉滚的事业，妻子来到山里为孩子们做

饭，一做就是 19年。

全国劳模李健是桐柏县埠江镇付楼

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全国自强模范。接

到“空中婚礼”的邀请时，他的妻子说什

么也不同意参加。在主办方的反复邀请

劝慰下，夫妻二人终于同意。婚礼现场，

李健的妻子流下眼泪，她说：“这是前所

未有的幸福。”

婚礼仪式上，5 位妻子身着美丽的

婚纱，5 位丈夫单膝跪地求婚，重新为爱

人戴上戒指。新人们共同举杯喝交杯

酒，隆重而欢快的仪式让他们心中充溢

着幸福感。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崔树平曾

在汶川、玉树、雅安、九寨沟 4 次大地震

中救治伤员。婚礼现场，妻子动情地对

他说：“在玉树救灾那次，你的电话一直

无法接通，我跪在地上祈求上苍。凌晨，

你的电话接通那一刻，我发誓一辈子迁

就你、爱你……”

爱人们的互诉衷肠感动了在场的每

一个人。在赠送神秘礼物环节，张玉滚

把他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作为礼物送给妻

子，感谢她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

“当年的遗憾，全都补上了。”感受

着婚礼的浪漫，全国劳模赵新华开心

地说。

劳模的“空中婚礼”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徐希涛 陈又

丁）日前，安徽蚌埠智慧工会云平台——“蚌

工 E 家”建设签约仪式举行。智慧工会云平

台建设将通过全资引入社会资金建设运维的

五方合作新模式，探索工会与专业支付结算

平台和相关银行共同合作新路径。

按照协议，蚌埠市总工会与银联商务、全

市三家工会会员卡发卡银行本着互惠互利、

精诚合作的原则，确定合作模式与内容。银

联商务为蚌埠市总提供云平台建设和日常运

维服务，工商银行、徽商银行、邮储银行三方

平均承担建设和后续运维费用，各方利用各

自优势，联合开展工会会员卡普惠消费推广

活动，为职工普惠活动提供优质资源和优惠

折扣。

建成后的“蚌工 E 家”云平台将重点提供

工会服务职工业务的线上办理，同时提供普惠

消费服务。工会网上办事服务模块，能够实现

职工掌上入会、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申请、劳模

服务、五一学堂、技能培训、法规政策宣传、意

见建议征集等网上办事功能。会员普惠消费

服务模块依托银联商务和各合作银行发展交

通出行、餐饮美食、旅游景点、商超购物、文体

娱乐、场馆预约等方面特约合作商户，为工会

会员提供专享消费折扣和优惠服务。

“蚌工 E 家”建设在贴近职工实际需求、

优化简化操作使用门槛的同时，同步注重运

行的高效、安全和稳定。平台依托工会组织

和会员实名制数据库和银联专业的安全认证

体系，建立起网上入会和会员“一人、一卡、一

码”，共享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

蚌埠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杨金

城表示，蚌埠市总将不断加大“蚌工 E 家”推

广运用力度，全面提高网上服务职工能力，做

到工会业务应上线都上线，助推工会工作方

式转变。

提高网上服务职工能力

蚌埠智慧工会建设引入社会资金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谭赓 王娅）以“凝心聚力齐

帮扶 东西携手促消费”为主题的 2021 广东东西部消费帮扶

工会采购专场活动日前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举

行，活动现场设有美食品鉴区、网络直播推介专区、展演区

等。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网

将开设“工会采购专区”。

活动集中邀请了 100 个省直有关单位、省内大中型企事

业单位、学校、银行工会负责人到现场参观采购，同时揭牌成

立广东东西部消费帮扶供应商联盟，推出广东东西部消费帮

扶工会采购产品推荐指南。

广东举行消费帮扶工会采购活动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宋洁 陈璐）近日，山东烟台

市芝罘区总工会法律服务队走进烟台华润双城汇项目工地开展

安全普法宣传活动，为农民工提供“可移动式”职工维权服务。

近年来，芝罘区总坚持依托区职工服务中心，创新法律服

务模式，以法律服务队为载体，搭建工会主导、多方参与的法

律服务实体平台，真正实现服务职工“零距离”。

“可移动式”服务，法律宣传普及化。工会法律服务队律

师和志愿者下工地、进企业、入社区开展“流动式”法律宣讲，

同时，在送法过程中为职工解决工资拖欠、抚养赡养、财产分割

等法律问题。截至目前，共开展法律宣讲 200余次，发放相关

法律法规资料 2万余份，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 230余万元。

“扫码可得”，法律服务智能化。芝罘区总通过APP和微信

小程序，由 5名签约律师在线上对职工咨询的法律问题进行解

答，并不定期发布普法信息，为职工提供“指尖上的法律服务”。

自开通以来，共提供法律咨询服务557人次，咨询答复率100%。

整合资源，矛盾纠纷调解一体化。芝罘区总依托职工法

律服务站，优化部门联动机制，联合人社局劳动仲裁、劳动监

察以及司法局、法院等单位共同开展职工维权服务，形成了

“工会+仲裁”“工会+法院”“全链条”一体化维权模式。

烟台市芝罘区总工会创新法律服务模式

“可移动式”维权服务职工“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总工会启动建党百年温

暖关爱职工“五一”“七一”系列送温暖活动，以“工会真情暖人心，

感恩奋进跟党走”为主题，组织全省工会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和送

温暖活动，让广大职工群众充分感受党和工会“娘家人”的关怀。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云南全省各级工会将对奋战

在防疫一线的部分职工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其中，省总工

会将投入 385万元资金重点对部分辛勤工作在新冠疫苗接种

点的一线职工开展走访慰问。“七一”建党节前后，全省工会还

将对部分老劳模老工匠、困难职工、困难老党员、因公牺牲因

公致残职工家庭和 COP15 筹备建设一线职工等开展送温暖

慰问活动。各级工会还将结合实际开展“送清凉”活动，为重

点工程建设和户外工作的一线职工送去防暑降温慰问品。

4月 27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树

芬率队走访慰问了位于昆明市体育馆的五华区新冠疫苗临时

接种点的医务人员以及志愿者、安保工作人员等。

云南省总启动系列走访慰问

5月10日，贵州省龙里县中等职业学校开展2021年职业
教育活动月活动，各专业师生分别参加钳工技能、服装设计
等项目比拼，同时进行教学成果展示。图为学生正在参加咖
啡调制技能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赛职业技能 展教学成果

5月10日，浙江省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护理前辈正在为护理、助产专业学生戴上燕尾
帽。当日，浙江省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举行“传承·启航”护生授帽传烛仪式，南丁格尔奖获
得者邹瑞芳、援鄂校友等为500余名护生授帽，并通过重温誓言等环节，传承仁爱护理匠心与
红色革命精神，迎接“5·12”国际护士节。 谭云俸 摄/人民图片

“授帽传烛”迎护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