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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裴龙翔

地处上海南京西路的张园，曾被誉为“海

上第一名园”，见证了上海的第一盏电灯、第

一场电影，甚至第一个玩起了现代游乐园里

才有的“激流勇进”和“过山车”……20 世纪

初，张园被逐步改建为石库门里弄住宅，随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园的历史在“七十二家

房客”的烟火气中延续。随着时间推移，一间

房里三代同堂，百年张园昔日的辉煌成了窘

迫，也成为上海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

经过多位上海劳模工匠的精心设计打

造，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如今的张园成

为集“文+商+旅”为一体的全新都市名片。

今年初，上海举行全市城市更新推进大

会。作为超大城市，上海正面临着由增量模

式向存量模式、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重

大转变。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正是上海新时

期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

举措。

无论是老旧工业区、商业商务区，还是风

貌保护区的更新改造，上海的劳模工匠都在

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市总工会

构建起“上海劳模工匠助企行——助力城市

更新创新联盟和服务队”，为上海城市更新赋

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人民城市的“上海样本”，就来自劳模工

匠的匠心巧手。

善用匠心巧手

书墨飘香的福州路是市中心著名的文

化街，距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和外滩金融

集聚带核心区域近在咫尺，被确定为 64 条

永不拓宽的道路之一。一栋由维多利亚风

格和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交融而成的大楼

坐落于此，这里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大楼，之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市政

府大楼。

作为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

“第二立面”改造先行启动项目，这里的改建

事关城市文脉延续，受到各方关注。

“我们始终坚持发扬‘我在外滩修文物’

的工匠精神，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施工。”上

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上海建工二建

子公司总工章谊介绍，“在劳模工匠的带领

下，项目部每名员工都具备‘绣花’的专注和

细心。”

据介绍，此次改造将弥补“老市府大楼”

未能按照初始设计图纸围合的百年遗憾。“新

老建筑不仅要实现内部结构联通，还要达成

外部建筑美学上的和谐。”章谊表示。

匠 心 不 仅 体 现 在 修 复 工 程 的 细 节 之

处 ，更 体 现 在 保 留 老 建 筑 历 史 价 值 、文 脉

记 忆 的 同 时 赋 予 区 域 更 多 功 能 和 更 高 价

值。上海工匠、上海静安建筑装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高工顾雪峰透露，在张园修缮

前期，他们就在全市率先开展历史建筑“一

幢一档”建档工作，为园内 40 余幢历史建

筑建立了完整详尽的资料库，同时成立全

市首家“历保委大师工作室”，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方法与经验，填补行业和领域内

的空白。

（下转第 2版）

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创新联盟和服务队，赋能助力城市更新

劳模工匠巧手打造“上海样本”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近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十三师新星市总工会开展送心理

健康讲座下基层活动，十三师新星国有资本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王海燕在听完讲座

后表示受益匪浅。

“加强职工服务体系建设，用‘服务化、体

系化、品牌化、创新化、数智化’的方式，在暖

心工会上增添新热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李江告诉记者，近年来，

兵团总工会不断增强“服务力”，进一步提升

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突出“服务化”导向，提升工会服务职工

质量水平。兵团建立兵团行政与兵团总工会

联席会议制度，同时推动建立师市、团镇行政

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参与劳动就业、收

入分配、集体协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涉

及职工切身利益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及

时反映职工诉求，从源头上、根本上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推动健全涉及职工和工会工作的法律监

督制度，建立健全“工会+法院+检察院+司

法+人社”多元化解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建立“一

函两书”制度。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持续

开展集体协商“百日要约”行动，着力推进集

体协商提质增效。

常态化开展各级工会机关干部赴基层蹲

点工作，为职工提供精准服务，成为让职工倍

感温暖的“贴心人”。在传统服务职工品牌上

持续深入，2023 年兵团各级工会共举办招聘

会 640场次，开展创业扶持 1608 人，就业服务

11.2 万人次。今年以来，聚焦职工多样化需

求开展服务工作，助力稳就业工作，帮助转岗

待岗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组织开展工会就

业技能培训。

持续推动工会驿站规范化建设。各级工

会采取自建、共建等方式，累计筹集资金 600
余万元，建成工会驿站 393个，推树 20个最美

站点，让户外劳动者“看得见、找得到、进得

来、用得上”。今年，全兵团建立爱心托管班

150 个，解决子女假期无人看管难题；新建 50
家工会驿站，召开工会驿站现场推进会，逐步

优化升级现有站点功能，提高服务水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加强职工服务体系建设

“五化”增强“服务力” 当好职工“贴心人”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殷世山

山东青岛开发区投资集团员工王瑾瑾是

一名 9个月孩子的妈妈。今年 4月，刚休完产

假的她重返职场，孩子的照看问题成了心

病。巧合的是，王瑾瑾所在公司楼宇开设的

一家“工小贝”职工子女托育中心正在试运

行，面向楼内白领 0～3 岁的孩子。王瑾瑾第

一时间报了名，她的孩子也成为托育中心最

小的幼儿之一。

目前，“工小贝”职工子女托育中心在西海

岸新区经控大厦正式启用，在大厦上班的职工

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去上班、工作带娃两不误。

记者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总工会了解到，该市

首家楼宇工会领办的“工小贝”职工子女托育

中心，采用工会、企业、专业托幼机构三方联动

的模式，以低于当地普惠托育机构的价格，嵌

入式地将托育中心开到写字楼里，解除职工

0～3岁孩子没人照看的后顾之忧。

开在楼宇里的托育中心

走进“工小贝”职工子女托育中心，俨然

就是一个迷你世界，桌椅、沙发、洗手池、马桶

等设施，全都按照幼儿的身高和使用习惯设

计，所有桌椅都用泡沫材料进行包边。几个

不到 3 周岁的小朋友正在室内泡泡球池里尽

情玩耍；一旁的阅读角里，小朋友正坐在老师

身旁，听着绘本故事。

据介绍，开投集团在经控大厦商业区域

打造的托育中心，是新区楼宇托育的创新样

板。中心核心场地面积 400余平方米，具备婴

幼儿抚育、照料、活动等多项核心功能，帮助

婴幼儿实现多方面的综合发育和提升。

为最大限度方便职工照顾年幼的孩子，

托育中心还设置了母婴室，方便还在哺乳期

的妈妈随时喂奶，同时还设置了专门的陪伴

室，方便妈妈中午带着月龄较小的孩子午

休。“中心可为楼宇职工提供全托、半托、午休

亲子陪伴等托育服务，为孩子制订不同的托

育计划，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好的照顾。”开

投集团工会主席刘鹏介绍。 （下转第 2版）

青岛西海岸新区总工会探索创建企业嵌入式托育中心，解决职工 0～3岁孩子看管难题

“这件实事办到我们心里去了”

6月8日，旅客在天津西站候车。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8日，全国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预计发
送旅客1690万人次。

为应对出行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精
心组织假日旅客运输，科学分析客流规律，充
分挖掘运输潜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出行安全
和旅客服务保障力度，努力为旅客提供良好
出行体验。

国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太原、大同往
返北京、天津、运城、柳林、介休、永济等方向
旅客列车36列，增加5.7万个席位；国铁济南
局集团公司与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密切协作，
对德州东站及管内京沪高铁沿线供电线路开
展电力安全巡查；国铁武汉局集团公司与武
汉公交集团等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共享列车运
行动态信息，协调增加公交车、出租车运力，
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铁路端午小长假
迎 客 流 高 峰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本报通讯员 林炜

机器轰鸣、纱锭飞转、无人车穿

梭、摇臂机器人打包，一批又一批成品

源源不断地从厂房运出交付全球客

户。走进福建省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上百台智能化设备开足马力、

吐丝弄线。而在生产区北侧、企业自

建的 110kV 变电站内，两台 4 万 kVA
主变压器 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为生产

一线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保障。

“近期雷雨天、台风天频繁，我们

纺织企业对于用电稳定性的要求高，

希望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电网波动

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恒申变电站站长

蒋兴宇是一个“直性子”，见到“带队”

上门支教的“老师傅”——福建省劳

模、国网福州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

电运维一班班长黄颂，他开门见山地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配电巡视其实就和‘老中

医’一样，应该做到‘望、闻、问、切’。”

现场，黄颂带着团队成员，面对面向蒋

兴宇介绍借助局放仪开展精益化巡视

的技巧，“这就像我们的‘听诊器’，能

感测出运转设备故障、振动、泄漏及电

气局部放电所产生的高频信号，可以

及时发现和处理局部放电问题，为极

端天气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提

供保障。”

到企业“上门支教”的不仅是黄

颂。记者了解到，福建省电力行业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的 9家

单位已悉数组建“福建电力行业劳模

工匠助企行服务队”，通过为企业设计

智能用电方案、帮助企业解决用电问

题、向企业宣传安全用电知识、为企业

驻厂电工提供技能培训等方式，为企

业提供“绿电”服务。

据介绍，该联盟由福建省机械化

工矿冶工会工委牵头组建，首批“入

盟”单位涵盖了全省电力行业最具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 21 个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涉

及电力系统从发电、输电，再到配电的全产业链。联盟采用

“轮值”机制，每年优选“盟主”单位和“盟主”工作室，进而发

挥“头雁”力量，形成跨单位、跨专业、跨区域的跨界集成，从

而推动各个联盟工作室联结成互动互助互促的“联盟大网”，

汇聚劳模工匠助企的“联盟合力”。

在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首席技师马红星看

来，驱动“联盟助企”最大的内生动力在于“联盟益企”。

2022 年，福清核电 2 号主变中性点套管接线板温度异常

上升，马红星和工作室的成员要在设备不停电状态下进行

带电检修，以避免因停运发电机和主变压器带来的 3000 万

元损失。（下转第 2 版）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姜琳）作为我国养老金保

险体系第三支柱的重要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个城

市和地区先行实施已一年多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

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 6000多万人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看，个人养老

金专项产品包括理财、储蓄、保险、基金四类。截至目前，个人

养老金专项产品有 762 款，其中储蓄产品 465 款，基金产品

192款，保险产品 82款，理财产品 23款。

数据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吸引力

有差异。31 岁至 40 岁的中高收入人群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开

户、缴费和购买产品的主力军，而吸引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

“提前为退休养老做准备”和“抵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全面推开个人养老金制度，提高其覆盖率和缴费

水平。

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已超6000万

新华社记者

老墙、青砖、飘檐、瓦当、椽梁……漫步在文化底蕴浓厚的

老街，品味一砖一石、一房一瓦、一街一巷，聆听光阴的故事，

邂逅历史的变迁。

我国遍布着 1200 余片历史文化街区，风格各异、仪态万

千。历经岁月雕琢的寻常巷陌、古建民居几经保护性修缮，如

今重现芳华。新业态滋养下，老街上古典韵味与时尚创意交

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共生。

修复古建要坚持一个“真”字

来到南京老城区小西湖街区堆草巷 33号，青砖黛瓦的明

清建筑映入眼帘，隔着镂空花墙和篱笆，院内花草繁茂。70
多岁的老街坊刘光纪闲坐院中，与来往驻足的游客聊着“城南

旧事”。

“自从将我们家院子修缮成共享景观后，邻居常来家做

客，游客到此歇脚，老街区的烟火气更旺了。”刘光纪笑着说，

小小“共享院”一年能吸引十几万游客“打卡”。

小西湖街区是南京 28个历史风貌区之一，曾因房屋年久

失修、房外空地私搭乱建拥挤杂乱，居民生活不便。2015年，

小西湖街区启动修缮，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实施“小尺度、渐进

式”微更新。 （下转第 2版）

保护老街古韵 留住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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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在浙江省嘉兴博物馆，小朋友在参加“非遗团扇
DIY”活动。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 新华社发（金鹏 摄）

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