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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打工群体抒发情感，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读书征文大赛向在辽务工者发出“邀请函”

鼓励打工群体抒发情感，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读书征文大赛向在辽务工者发出“邀请函”
本报讯（记者刘旭）“收工回到住处，我掸

去了一身的灰土，打量着窗外远处一幢幢新建

的高楼，如同欣赏自己创作的艺术杰作……”5

月 11日，记者从第六届辽宁农民工读书征文

大赛组委会读到了这篇出自黑龙江籍农民工

王雷之手的征文作品。

王雷高中毕业后离开老家四处打工，在

沈阳的建筑工地做过力工、架子工，现在做楼

顶防水工作。他喜欢读书，大多从图书馆借

书看，有时也用手机上网看。他说，即便干完

活儿累得直不起腰，如同安慰剂的书本，也能

扫清他一天的疲惫，为工作积蓄新能量。

5月 2日，由辽宁省图书馆联合辽宁省农

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第六届辽宁

农民工读书征文大赛正式向在辽务工的写作

爱好者发出“邀请函”，此次大赛主题为“建设

新时代·书香伴我行”，届时将有诸多农民工

创作成果汇聚参评。

上届征文比赛，王雷也尝试过创作，但写

完后觉得不满意，便没有投寄。第二次动笔，

王雷写的是自己打工经历中的读书生活，他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传递出自己的心声。

据了解，此次征文投稿作品体裁不限，要

求内容真实具体，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征集

时间截止到 6 月 30 日。截稿后，由辽宁省农

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辽宁省图书馆组

织专家组成征文评选委员会，对入围作品进

行评选。获奖作品有机会被推荐到媒体播出

或报刊上发表并结集出版。

为鼓励农民工群体抒发情感、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2016 年开始，辽宁省持续举办农

民工读书征文大赛，已有来自黑龙江、山东、

河南、陕西、安徽、江西、广西等多地的农民工

参与其中。前五届活动共入选征文 500 余

篇，部分优秀获奖作品在报纸发表、广播展

播，还印制了征文集。

举办方梳理以往征文发现，农民工所写

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所感所悟等

内容，描述着努力赚钱养家、为国家建设添砖

加瓦的具体实事，字里行间饱含着满满的生

活热情和工作激情，展现了他们勤劳务实、努

力工作的精神风貌，表达了他们对家乡、对亲

人的思念之情。

辽宁省图书馆馆长杜希林表示，征文大

赛能够引导农民工群体积极阅读和写作，鼓

励他们抒发真情实感，以更昂扬的精神面貌

投身城市建设，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共建共

享文化发展成果。

给地铁大动脉“做手术”，每次检修都是毫米级对决

穿行在轨道交通接触网里的“蜘蛛侠”

给地铁大动脉“做手术”，每次检修都是毫米级对决

穿行在轨道交通接触网里的“蜘蛛侠”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景双善 梁立华

5 月 11 日凌晨，随着最后一辆地铁列车

驶进场段，当日地铁运营正式结束，乌鲁木齐

轨道交通 1号线隧道里空荡荡的。一群头戴

安全帽，身着反光工作服，腰系安全带的接触

网检修工驾着梯车穿行在地铁轨行区，他们

手持各类检修工具开始在这片寂静的空间里

忙碌起来。

由于工作环境具有高压、高空、高行车风

险的特征，这群轨道交通检修工还有一个可

爱的外号——“蜘蛛侠”。

工作总是从深夜到凌晨

城市的地下空间有些寒凉，“嘎吱嘎吱”

的梯车缓慢地在轨道上移动，每到一处检修

点便停下来。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供电车间接触网一工

区的检修工人师傅们提着工具箱在各检修

点待命。

接触网是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接触网电压为直流 1500伏，我

们的工作就是给接触网‘体检’，这项工作必

须等车辆结束运营返场后才能开展，所以工

作时间都是从深夜到凌晨。”乌鲁木齐城市轨

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供电车间副

主任姜德磊说，工人师傅们一般每天 23点就

开始各项准备工作，零点 50 分到 6 点是进入

线路接触网的检修时间。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

公司供电车间接触网一工区主要负责乌鲁木

齐地铁 1 号线北段接触网设备的运行管理、

检测与诊断分析、设备检修、质量评价与鉴

定、保养及维护工作。

多年来，接触网一工区累计排查治理隐

患问题 300余项，为乌鲁木齐地铁 1号线安全

运营贡献了重要力量。今年“五一”国际劳动

节前夕，接触网一工区还获评“全国工人先锋

号”荣誉称号。

是辛苦活也是技术活

地铁接触网设备检修是个辛苦活，更是

个技术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接触网设

备的检修容不得一丝一毫偏差，这也是供电

车间接触网一工区所有人的工作准则。

接触网一工区工区长马占文说：“地铁的

安全运行，关系着乘客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丝

毫马虎。”马占文告诉记者，接触网检修需精

确到毫米，在调整导高时，8米长的铝制汇流

排、接触线高差不超过 5毫米；紧固汇流排接

头线夹，力矩要保证在 25牛米。

“就是紧固一颗螺栓，也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每次检修，马占文和工友们都会用力矩

扳手对螺帽进行紧固。然而，不同型号的螺

栓紧固的力矩大小不一，这就需要检修人员

熟练地记住每种螺丝的型号及紧固力矩，并

能快速地调整力矩扳手，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检修人员还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出现定位器线夹裂纹、电连接断股、绝缘

间距不足等问题时必须立即察觉，否则将产生

故障，引发供电事故。

马占文向记者分析到，分布在地铁沿线的

接触网是地铁的供电网，就像是地铁的“大动

脉”，而检修工就像“医生”，工作内容就是使用

激光测量仪、弓网动态检测车给“大动脉”定期

做“CT”，根据测量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并根据

分析结果制定方案，对其实施“手术”。

师徒结对勤练兵

近年来,这个先锋工区的职工还积极开

展“师带徒”结对子活动，着力提高员工的技

能水平。在近三年的技能大赛中，工区职工

先后获得车间技术比武 3次一等奖、2次二等

奖、3次三等奖，始终保持着一股对岗位工作

的钻劲、韧劲、干劲。

弓网动态耦合关系是前沿技术和轨道行

业难题，每年进入冬季运营期，轨道交通弓网

关系的恶化造成接触网磨耗加剧，在国内至

今未有行之有效的技术解决措施。

面对这一难题，工区全体员工摸着石

头过河，通过磨耗监测、数据分析、参数调

整等手段，经过 100 多个日夜奋战，共计调

整接触网参数 300 余处，打磨接触网设备 6
公里，有效解决了弓网磨耗问题，确保地铁

安全运营。

接触网专业在轨道交通行业一直有着

“高压、高空、高行车风险”的“三高”特征。每

晚的例行检修中，工友们总是相互叮嘱着：

“再检查一遍螺栓有没有松动？滑轮正不

正？线索距离地面高度够不够？各类技术参

数达到标准没有……”几年的岗位锻炼，他们

练就了一身绝活，粗活细干，重活巧干，为地

铁安全运营编织出一张供电“安全网”。

“ 我 们 就 是 轨 道 交 通 行 业 里 的‘ 蜘 蛛

侠’。”马占文说，特殊的工作岗位，就需要职

工们毫无畏惧，“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调动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动大家走技能成

才之路！”

修通公路助振兴修通公路助振兴

工友一站式服务大厅让“幸福城”很幸福
本报讯（记者陈华 唐姝 通讯员高盛星）“实名制考勤在

哪里录入？三级安全教育在哪里培训？”“去工友一站式服

务大厅，那里全都有！”

5月 10日，记者走进中建五局二公司葛大店幸福城项

目部，便能看到一个外观简朴，内里却处处布置精心的“工

友一站式服务大厅”。下了班的工友们，或打球、或下棋、或

看电影……简易的板房里藏着一个幸福空间，宽敞的大厅

里满是欢声笑语。

谈及这处“幸福驿站”，工友们评价颇高。木工黄晓华

说道：“工地上没什么娱乐，以前下了班也只能凑在一起聊

聊天，现在有了工友服务大厅，上班前能在这里接受安全教

育，下了班还能来下棋看电影，项目部很为我们花心思啊！”

为进一步改善工友的生活条件，项目部积极筹划，为

工友倾力打造的“一站式服务大厅”成为工地上的幸福驿

站。驿站内设有工作吧台、悦读一角、健康友空间、工友休

闲活动室、手机充电站等区域，并配备空调、电视机、投影

仪、WiFi等基础设施。工友们下班后可以随时到驿站休息

和娱乐。

项目负责人肖虎明介绍：“项目搭建的幸福驿站，意在

为全体管理人员和工友提供一个开放式、集约化、共享性的

平台，既能做好入场服务和班前教育，也为工友提供一个精

神家园，满足工友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

打通工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肖虎明提到，接下来还将依托“幸福城工友一站式服务

大厅”平台，持续开展关怀工友工作，进一步拓展幸福空间，

让工友拥有一个可以实现“劳务在线、教育在线、维权在线、

服务在线、文化在线、应急在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幸福驿

站，打造更多服务广大工友的“幸福”工程。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5 月 6 日，2022 年

云南省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开赛，这是围绕

“技无止境、勇攀滇峰”主题举办的一次全省

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将切实发挥职业技能

竞赛在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方面的引领

示范作用，助力云南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一轮比赛于 5
月 7 日结束，9 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记者

了解到，该轮赛事突出体现云南省鲜明的民

族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厚重的传统文化，

共 安 排 手 工 木 雕 、茶 艺 、焊 接 3 个 比 赛 项

目。其中，焊接比赛项目对接世界技能大赛

和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手工木雕、茶艺

比赛项目服务云南省特色产业发展和劳务

品牌建设。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置 24 个比赛项

目，分设云南技师学院、云南交通技师学

院、云南冶金高级技工学校等 4 个赛区，在

5 月 6 日至 31 日轮次组织开展 10 个比赛。

云南省各州（市）和滇中新区组成 17 支

代 表 队 ，有 报 名 选 手 515 名 、裁 判 员 210
名。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大赛为云南省历

年所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报名条件最宽

泛的一次，参赛选手覆盖了各年龄段、各领

域的技能劳动者。

据悉，本届大赛致力于打造成省综合性

职业技能竞赛的标杆和品牌。一方面，既有

现代产业赛项设置，也有云南省传统特色比

赛项目；另一方面，参照世赛、国赛相关技术

标准和行业规范制定、公布各比赛项目技术

文件，为大赛公平公正提供有力保障。

贵州为外来就业创业青年提供免费过渡性住宿
本报讯（记者李丰）“真的没想到，来贵阳寻找就业机

遇，还能入住人才酒店。”5月 11日，从浙江前来贵阳市云

岩区某企业参加人才引进考试的张栋惊喜地发现，自己

在贵阳可以享受 5天的“人才驿站”免费住宿福利。小张

告诉记者，他还接到了来自贵阳市息烽县、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等多家企业的人才面试邀约。

记者了解到，目前贵州团省委在各市（州）中心城区

及部分重点县区青年人群聚集的区域，打造了 41个青年

人才驿站，为有意在黔就业创业的优秀青年免费提供 5天

以内的过渡性住宿，同时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创业指导、

城市融入等一站式公益性、综合性服务，帮助外来青年解

决住宿难、就业创业难等问题，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深入了

解贵州、融入贵州、留在贵州、服务贵州。

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贵州还积极建立覆盖全面、

资源共享、衔接有序、梯次递进的人才培养体系。推行产

业导师制度，通过聘任省外专家担任导师，遴选全省有潜

力的中青年人才跟随导师学习锻炼，在实战中提升现有人

才的科研水平和专业技能，各级科研项目优先向重点人才

培养对象倾斜。通过国外培训、跨省交流、东西部协作等

渠道，用好“西部之光”“甲秀之光”访问学者等各类人才培

养计划，加快培养各领域行业重点人才。

5月 7日，以“广聚天下英才 共闯贵州新路”为主题的

2022年“贵州人才日”系列活动暨第十届线上线下贵州人

才博览会在贵阳开幕。据介绍，2013年以来，贵州通过举

办人博会，引才的“质”与“量”均呈攀升势头，已引进海内

外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5万余人。实施各类高层次人

才计划若干，兑现奖励资金 8700万元。

515 名选手角逐 24 个赛项

云南省职业技能
大赛鸣锣开赛

本报讯（记者北梦原）财政部日前下达

2022 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 50 亿

元，加上此前已下达资金 350亿元，累计下达

资金 400亿元，用于增强各地区落实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财政保障能力，推动各地

区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

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特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规模以及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奖励资金集中统筹

使用力度，重点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

跨省区市落户人口较多的地区倾斜，向有效

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突出问题的

地区倾斜，向创新资金使用和管理方式的地

区倾斜，尽快下达省以下奖励资金。基层要

合理安排预算，优化支出结构，加强资金使用

管理，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同时，财政部对《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进行了修订。根据《办法》，奖励资金按

照突出重点、促进均等、体现差异的原则进行

分配。以各省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数

为核心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规模大、新

增落户多、基本公共服务成本高的地区加大

支持，对以前年度落户人口的奖励资金逐步

退坡。同时，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倾斜，缩小

地区间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上的差距，

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进城落户

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户籍居民享受同等基本

公共服务“两个均等化”。

记者注意到，新修订的《办法》在农业转

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人数、地方基本公共服

务成本、各地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

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奖励资金测算客观

因素，引导地方重视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力度，提高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保障水平。

引导地方重视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财政部下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
川渝联合发布人社合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本报讯（记者李娜）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的促进机制、建立普惠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人力

资源高效配置、打造技能巴蜀高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

升便捷公共服务能力……近日，川渝两地人社部门联合印

发《2022 年度川渝人社合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涉及就

业创业、社保服务、技能人才培养等 84项内容。

据了解，此次年度任务清单的发布，意在深入实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川

渝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精神和部省市三方人社战略

合作协议、川渝人社合作协议。

此次发布的清单包含就业创业板块 12项，社保服务

板块 18项，人力资源板块 17项，技能人才板块 4项，劳动

关系板块 15 项，公共服务板块 17 项。在此基础上，新增

“党建协同共建”板块，联合推动党建引领川渝人社合作。

同时，突出区域特色，如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急

需紧缺人才目录、联合推动“智能+技能”数字技能人才

培养试验区和“巴蜀工匠”协同培养融合区建设、推进人

社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区域协同试点、支持高竹新区合

作共建、支持遂宁-潼南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一卡通一

码通”等先行探索、探索开展川渝两地人社西部数据实验

室建设等。

相关负责人表示，任务清单的发布，明确了两地

2022 年人社合作重点和方向，为持续提升川渝人社协同

发展提供了有力依循。

高山夏草莓采摘忙
5月 11日，工人在恒温草莓大棚内采摘成熟的夏草莓。

采摘好的草莓将被送往初加工车间。
2019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镇建起生

态草莓现代农业产业园，经过3年的发展，产业园从最初占地
280亩扩大到3000亩，包含草莓大棚、初加工车间、保鲜库、农
民工服务中心等设施。园区提供就业岗位超过3000个，九成
以上是当地女性，帮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新华社记者 薛晨 摄

5月11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花孖村，工人在公路建设现场施工。
杆洞乡是当地的偏远乡镇，距离县城140多公里，复杂的地理环境制约着该乡的交通发

展。目前，杆洞乡通往县城的道路主干线正在抓紧施工建设，力争早日实现通车，为乡村振
兴“提速”。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