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聚力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在守护消费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多点发

力，不断探索消费维权社会共治新模式，为

群众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抓好消费者权益保护。该局以消费维

权服务站规范化建设为契机，强化政企联

手、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在商超等一线

消费场所布设 25 家维权服务站，并将服务

站逐步培育成专业化的消费维权平台，让更

多消费纠纷在源头解决、在基层化解。抓细

市场监管力度。该局深入开展食品药品领

域规范建设，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检、跟踪

监测和风险研判机制，积极开展特种设备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抓活消费市场活力。该局出台

《阳信县知识产权资金管理办法》，调整完善

专利资助和奖励政策。目前，已累计完成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数量 41笔，融资额达 3.9亿

元，惠及企业 37家。 （赵美珍 马召娜）

探索共治模式 优化消费环境

国网山东烟台供电公司物资部围绕绿

色现代数智供应链建设，聚焦精确计划、精

准供应、精细作业，以优化物资管理流程。

针对农配网物资，由相关部门完善计划

机制，精准把握项目周期，强化需求与供应

的无缝对接，提升合同履约效率。同时，面

对业扩物资的新挑战，创新供应模式，将服

务前置至方案审核，实施“联合储备”与“动

态补库”，有效应对紧急需求，缩短供应周

期。在仓储管理上，引入智慧监督，建立预

警机制，加强对电缆保管、废旧物资处置等

关键环节的监控，确保物资安全。通过比对

分析物资业务流与仓库作业流、物流，及时

发现并纠正管理中的问题。

下一步，烟台供电公司将深化跨部门协

作，建立定期会商机制，促进物资与项目、财

务等部门的高效协同，共同解决管理难题。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物资管理的智能化、

精细化水平，为公司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物资保障。 （尹青青）

推动数智建设 提升管理水平

黑龙江省友谊县总工会创新举措，竭诚为

基层职工群众提供精准、贴心服务。

友谊县总工会依托基层工会现有资源，

联合建立了 9家职工之家、16个乡镇街道职

工服务角，实现了行业领域全覆盖。紧紧围

绕新时期女职工对母婴设施的广泛需求，实

施了“母婴爱心屋”提升项目，对县政务服务

中心办事大厅“母婴爱心屋”进行了升级改

造，为特殊时期的女职工提供了温馨港湾。

针对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的

工作性质，先后建立了 16处工会驿站，并成

功申报荣获了一处“全国最美驿站”称号。

2024 年，友谊县总工会建立了 2 处 24
小时智慧工会驿站，进一步实现了全县户外

劳动者服务范围和服务时间全覆盖。联合

县人社、司法等部门招募“五师”志愿者，成

立“五师一室”工作站点，充分发挥集体协商

指导员作用，帮助企业依法签订集体合同，

全力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为广大职工提

供了系统化、精准化服务。 （张伟）

创新工作举措 精准服务职工

在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瑞阳种植合作

社的樱桃采摘园里，一串串红樱桃晶莹剔透

缀满枝头，国网辽源市城郊供电公司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王云鸿、黄立巍穿梭在绿树红

果中检查电力线路，为采摘园樱桃丰收提供

坚强用电保障。

寿山镇永志村共有种植大棚 80 多个，

种植草莓、柿子、樱桃和香瓜等多种水果。

眼下正是樱桃的采摘旺季，为切实保障种植

基地的电力供应，确保果农们用上安全电、

放心电，该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开

展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对涉农用电的供电

设施进行认真检查，全面巡视排查农业排灌

供电线路，对各类用电设施进行重点维护，

并向果农宣传安全用电常识，为其提供专业

的用电指导和用电咨询。下一步，该公司将

通过村网共建、网格化服务等方式，常态化

收集乡村特色产业的用电需求，开展一站式

用电服务工作，为广大农民提供全方位电力

服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赵姝丹）

坚强电力保障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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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总工会公布了2023年度市级

（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名单，首钢京唐公司

陈万忠创新工作室获评“2023年度北京市市级

（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

“我们是最接地气的工作室，发明创造全

部来源于一线、服务于生产。”创新工作室成

员朱延龙对此很是自豪。截至目前，这家创

新工作室开展创新项目 70余项，申报国家专

利 300 余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83 项，其中，

获评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创新成果奖、全

国发明展银奖等国家级奖项 11项，累计创效

2000余万元。

这是首钢京唐公司职工创新工作室的一

个缩影。

首钢京唐公司从 2012年开始建设职工创

新工作室，以高技术和高技能人才作为领军人

物，创新工作模式，构建制度体系，发挥团队作

用，在助力企业经营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效

果。目前共建设创新中心 3个、创新工作室 60
个、创新小组176个。

最好的练兵场

0.8毫米是首钢京唐 MCCR 产线最薄设

计规格，实现该规格量产一直是MCCR产线最

大的技术难题之一。全国劳模、北京大工匠、荣

彦明创新工作室领军人荣彦明带领创新团队成

立了三个专项攻关组，通力协作。在技术中心、

制造部等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过不懈努力，终

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2022年 2月份实现了

0.8毫米第一次生产试制；2023年下半年实现了

0.8毫米大批量稳定生产，薄规格轧制能力取得

重大突破。

在攻关中，面对控制难度最大的世界首条

多模式全连续铸轧生产线——MCCR，荣彦明

被激发出了巨大潜力。“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

新，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里就是我最好

的练兵场！”荣彦明说，“对于这条产线来说，在

不断创新的过程中，群策群力至关重要。”

首钢京唐以创新工作室为示范引领，积极

探索和搭建职工创新工作平台，深入开展创新

活动，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提质增效，真

正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为充分发挥

创新工作室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创新课题立项

工作，不断提升创新工作室在经营生产解难题

中的作用。

人才的孵化场

“只要肯钻研，肯动脑，人人都能干出精

彩。”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能专家、享受北

京市政府特殊津贴的张维中，从事机械点检岗

位工作35年，是京唐有名的发明家。他带领创

新工作室先后完成课题攻关45项，获得授权专

利 56项，以他名字命名的“消除零位误差快速

换辊最佳操作法”荣获首钢京唐一等奖。同时

他还充分利用项目育人的培养方式，鼓励徒弟

围绕自身岗位存在的制约产线生产的瓶颈问

题开展攻关。

10年间，他桃李满天下，徒弟王顺理在首

钢集团机械点检员技能大赛中取得冠军，荣获

“首钢技术能手”称号；王震连续三年跻身首钢

集团机械点检员技能大赛前五名，还获得“北

汽杯”北京市青年微创新大赛中获得铜奖。

首钢京唐各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领军人

物在技术、技能方面的优势，通过导师带徒、项

目育人、组织培训交流、技能比武等方式，培养

了一大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

多年来，首钢京唐的创新工作室人才培

养工作成效显著。12 名首钢京唐工匠中，11
人为创新工作室领军人物或核心骨干，京唐工

匠是公司内一线职工的最高技能等级，享受一

次性 5万元奖励，每月 8000元津贴。创新工作

室领军人物王保勇获评北京市劳动模范，郑明

月获评首都劳动奖章，刘文旺、郝乐、赵立国等

多人被评为技术专家和技能专家……一大批

创新工作室领军人物和骨干成员获评集团和

公司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职工等荣

誉称号。

品牌打造的基地

“特别感谢公司对于创新技术团队的打

造，我们也深深受益。创新工作室让我们青年

技术人员有了更好的平台，近3年的时间，我们

完成了攻关课题 28项，获得科技奖 10余项。”

制造部董相娟创新工作室领军人董相娟激动

地说。

近年来，董相娟带领她的创新团队积极参

与推进并完成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课题 2项，

取得冶金科学技术奖4项、首钢科技奖21项、河

北省冶金科学技术奖 4项，连续两年荣获全国

机械冶金建材行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特等奖。

职工创新已成为京唐的一项品牌。近年，

首钢京唐又出台了《职工创新工作室星级评价

管理标准》，工会每年组织对所有创新工作室进

行年度验收，根据评分结果开展星级评价。对

星级创新工作室给予1万到3万元的资金支持，

评选表彰创新工作室“优秀领军人物”和“创新

先进个人”，五星级创新工作室领军人物还可获

得公司年度职务职级晋升专项加分。此举更进

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创新热情和活力，扩大

了创新的品牌效应。

“你的汽车要高端，必定带上我的锌（心）。”

这是王保勇创新工作室的团队成员打趣时用的

“坊间噱头”。该团队成员对标行业旗舰，用执

着和智慧助力京唐镀锌汽车板在高端化的道路

上不断实现追赶超越。

2020年，王保勇创新工作室被评为全国机

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面对汽车

外板大幅上量形势，王保勇创新工作室紧盯镀

锌相关领域前沿技术，大胆试验新型气刀，取得

良好效果；开展长流程性遗传难题攻关，强化镀

锌渣点控制效果明显，大幅提升了纯锌外板轧

制速度，使纯锌外板产量再创新高。2023年 6
月15日，北京市职工创新工作推进会暨北京市

工业（国防）工会创新工作室联盟授牌仪式在首

钢京唐成功举办，王保勇创新工作室入选首批

联盟。

首钢京唐职工创新工作室在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品牌效应日益彰显。截至目

前，职工创新工作室共获得专利授权 1200余

项；荣获巴黎国际发明展金奖2项；全国发明展

览会创新项目奖207项，其中金奖35项；获评国

家级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 1个；全国机械冶金

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3个；北京市（示范

性）创新工作室6个。

提升创新工作室在解决经营生产难题中的作用，让发明创造来源于一线、服务于生产——

打造接地气的创新工作室

创新在一线G

阅 读 提 示
“我们是最接地气的工作室，发明创造全部来源于一线、服务于生产。”首钢京唐公司以高

技术和高技能人才作为领军人物，积极探索和搭建职工创新工作平台，开展创新课题立项工

作，不断提升创新工作室在经营生产解难题中的作用。

今年以来，佳木斯机务段货物运量呈递增态势，该段负责货物列车编组的和谐内5型调车
机使用率大幅提升，“刹车”闸瓦磨耗明显增多，更换频率也随之增加，全车12片闸瓦全部更换
完成有时需要三四个小时，费时又费力。

乘务员刘腾辉改造了拆卸闸瓦的工具撞锤，在顶部安装可拆卸式铁钩，配合自创“眼睛看
准、力道用准、时机抓准”的“三准”撞锤法，可瞬间将铁钎抽离，最快仅5分钟就可以完成单块
闸瓦的更换。 技术攻关改进施工工艺

渝万高铁首孔64米节段拼装梁架设完成
本报讯（记者李国 通讯员吴宇）近日，渝万高铁新桥双

线特大桥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块预制节段梁精准对接，标

志着渝万高铁首孔 64 米节段拼装梁架设完成，为线路建设

进程再添新篇章。

新桥双线特大桥位于涪陵区江北街道花朝门处，全长约

1848 米，由中铁二院设计、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据中铁二

院渝万高铁桥梁负责人李中辉介绍，由于该桥竖曲线长度达

832米，且主桥均位于竖曲线范围内，主桥无轨温调节器设置

条件，故采用 64米节段拼装简支梁。该桥共有 64米节段拼装

简支梁 22孔，每孔梁长 65.1米长，每孔 17个节段，本次架设的

为首孔 64米简支梁。同时，采用节段拼装相比整孔预制架设

减少了预制场占地面积，有效实现节约用地的环保目标。

为了保证节段梁预制接缝外观质量一次达标，中国铁建

大桥局项目团队成立 QC 小组，开展课题活动，经过召开方

案研讨会，改进施工工艺，强化工序控制，严格把控关键工

序，确保节段梁预制施工接缝质量。此次成功架设的 64 米

节段拼装梁，是整个桥梁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后

续工程有序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渝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

京昆通道的组成部分。渝万高铁项目建成通车后，渝东北地

区将与通车的郑渝高铁形成时速 350 公里高铁双通道，这对

便捷沿线居民出行、推动三峡旅游资源开发、助力“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激发青年学子创新潜能

“四季青杯”创新创业大赛征集命题单位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近日，首届“四季青杯”大学生新兴

业态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公开向全社会征集命

题单位。

本次大赛以“新质人才创造新兴业态”为主题，以赛促创，

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潜能，培育他们的创业实践能力。北京

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岭涛说，创业大赛希望探索

出全新的人才培养路径，能让高校人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企业经营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

赛事主办方表示，大赛具有三大特点。一是重实战，让学

生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将平时所学在实战中检验。二是重实

效，以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比赛方向，重点以各参赛队实战的

实效结果为评价标准。三是重创新，以创造性思维解决实践

中的实际问题，孵化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

赛制方面，创业大赛采用命题单位+赛道制，其中赛道包

括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国风国货、文旅体育和环保生态。一

个命题单位负责一个赛道，由命题单位根据组委会总体要求

设置比赛内容、比赛方式、评价标准等。主办方表示，命题单

位征集的时间是 2024年 7月 11日 0时—8月 15日 24时。凡是

与大赛主题、高校学生群体相关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

业单位，只要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标准、有一定的品牌影响

力、无负面信息，都在命题单位的征集范围。

本次大赛由北京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北京体育大学共同

主办，北京四季青文化养老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体育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承办，由抖音集团提供独家技术支持。

提高一线人员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师带徒”研发不停电更换电表装置
本报讯“现在不停电换表装置中两个导电夹子是金属材

质制作，容易发生触电危险，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对导电夹子进

行绝缘化处理。”近日，国网保定市清苑区供电公司刘佳创新

工作室组织青年员工对“不停电更换电表装置”改进方案进行

研究讨论。

长期以来，传统方式下的低压更换电能表需要断电后进行

操作，会对客户造成短时间停电影响。“不停电更换电表装置”

是通过在电表的进出线开关做一个新的供电旁路，使新表和旧

表并列运行的方式，实现更换电能表过程中连续可靠供电。

“该装置有轻巧便捷，体积小，操作便捷等优点，提高了一

线工作人员换表操作的工作效率和安全性，保障了客户正常用

电。目前，该装置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项，2024年5月经过河北

省电力供电推荐，本项目录入国家电网双创平台职工技术创新

库。”国网保定市清苑区供电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刘佳介绍。

近年来，该公司高度重视员工创新创效工作，大力支持和

鼓励员工开展技术创新，以“刘佳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实施

“师带徒培训工程”，培养科技创新技术骨干人才队伍，先后与

华北电力大学、河北水利电力学院等高校进行创新技术交流，

共同推进产学研融合。

据了解，刘佳创新工作室累计完成课题 25 项，授权 PCT

(日本)专利 1项，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15项，累计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 200余万元。 （祖志平 刘佳）

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技术创新助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蒋菡）记者从近日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可

再生能源发展报告》中获悉，2023年，我国通过技术创新推动

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水电工程在多个领域取得技术突

破，风电装备和光伏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光热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生物质发电和新型储能技术不断进步。

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方面，先进的勘测技术和装备为复

杂建设条件下水电工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智能化建设

创新应用实现了工程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控，提高了抽水蓄

能电站群运行管理的集约化、智能化水平。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张益国介绍，风电方面，我

国风电机组向大型化方向持续推进。2023年，我国陆上风电

平均单机容量 5.5MW，下线最大单机容量 11MW；海上风电

平均单机容量 9.5MW，下线最大单机容量 20MW。关键部件

技术不断突破，风电勘测——设计——施工——运维产业体

系持续健全，填补了海上风电运维领域空白。

光伏发电方面，电池转换效率持续提升。2023年，量产 P
型单晶 PERC 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达到 23.4%，较 2022 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氢能方面，电解槽大型化、高效化发展持续推

进，单槽最大制氢量不断上升；储氢技术向高能量密度方向持

续发展，气态储氢的质量密度进一步提升；火电掺氢（氨）技术

也得到示范验证。

张益国表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未来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发力，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大型

智能化水电机组技术、高效光伏发电技术、光热发电技术、长

时高安全储能技术、绿氢技术等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