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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威海市总工会“一户一策”科学制定帮扶措施，在为困难职工密织帮扶救助网的同时，强

化物质帮扶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困难职工的“造血”能力。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手捧 60 年前出版的《金属切削工人手

册》，在阅读的舞台上分享技术工人的心路历

程；重温少年时代的课文，把诵读音频上传到

网络平台……如今，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矿山设备分公司立车数控组组长陈宾越来越

热衷于参与职工阅读活动，成为阅读引领

人。这种动力，除了他对阅读的热爱，还得益

于山西工会为广大职工创造的阅读环境。

别出心裁的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优化的

阅读环境、多元化的阅读体验……近年来，山

西各级工会多举措推动职工书屋建设，在让

职工“有书读、方便读、就近读”的基础上，深

入开展“工”字特色系列阅读活动，使职工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益浓厚。

因地制宜制定推广标准

为提高职工书屋利用效率，山西省总工

会将职工书屋建设与职工之家、职工文体

设施打造等工作相结合，因地制宜、因企制

宜制定推广标准，确保职工书屋“管得好、

用得好”。

山西北方铜业有限公司铜矿峪矿工会实

行职工读书积分制，规定在书屋内每次阅读

半个小时积累 0.5 分、1 个小时积累 1 分，每月

积分位居前 10名的会员可参与抽奖。公司各

基层分会把学习阵地也搬到职工书屋，开展

“书屋读书一小时”活动，让职工书屋成为职

工思想交流的阵地、技术交流的平台。

在国网临汾供电公司，职工书屋通过电

子借阅机和纸质借阅台账相结合的方式，每

年确保图书更新率不低于 10%。同时，配置

了“漂流书箱”，流转到每个变电站、供电所和

施工现场，方便职工阅读。

太原市总工会按照“一屋一方案”原则，因

地制宜提升职工书屋内在文化、外在气质。太

钢集团玻璃房阅读屋建在草坪上，使书屋成为

职工的热门打卡地；太原清控创新基地职工书

屋重点服务楼宇职工，高颜值吧台、整齐的桌

椅，成为职工学习休闲的主要场所。

让阅读“触手可及”

为进一步深化职工书屋建设，山西各级

工会持续加大建设力度，实现书屋从线下到

线上、从职工身边到手边的升级，不断满足职

工的多元化阅读需求。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职

工服务中心平台设置“书香太铁”模块，链接

了全国总工会的电子职工书屋。该公司的职

工书屋有电子书 3 万种、期刊 400 种、有声书

100 种，由公司工会统一付费，职工年人均支

出 1.2 元，足不出户便可博览群书，目前浏览

量已达 11万人次。

太原热力集团工会购置了具有 10万册优

质电子图书的借阅系统，职工可以登录公司

微信公众号体验。同时，该系统实现职工书

屋的集群管理，具备与各级各类图书馆的资

源共享和馆际互借功能，方便职工阅读。

“要建强电子职工书屋内容资源的可读

性、导读性、多向链接性，不断提升电子职工

书屋阅读服务的针对性、便捷性和有效性。”

不久前，在山西省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现场推

进会上，山西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梁敬华提出，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推

动职工书屋智慧智能服务的拓展和延伸，提

升职工数字化阅读体验，打造职工全维、全

时、智能阅读服务平台。

催生各类读书活动组织

“再读我的语文书，与先贤智者心意相

通；再读我的语文书，领悟岁月中的平凡时

光。”4 月下旬，山西省总、山西广播电视台举

办“再读我的语文书”全省职工读书分享会，7
名劳模站上舞台诵读，引领观众重温经典。

在 山 西 省 总 推 动 下 ，“ 再 读 我 的 语 文

书 ——职工经典诵读活动”将在喜马拉雅平

台展播 1年，分为职工诵读季、红色信仰季、经

典重温季、梦想传承季等 4 个篇章，吸引诵读

爱好者共同参与，营造书香社会的浓厚氛围。

在山西工会各式各样读书活动的示范引

领下，各具特色的读书活动组织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2023 年，晋城市总工会同晋城广播

电 台 合 作 ，推 出 大 型 朗 读 活 动《我 们 爱 朗

读》。“玫瑰书香”朗读专栏开播后，300多名女

职工走进直播间，诵读经典著作，分享体会感

悟。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下，晋城城区“凤幼读

书会”、泽州妇幼“玫瑰书香读书会”、沁水“悦

读郑村”女职工读书会、晋能集团晟泰书院

“悦读阅美”读书会等相继成立，广泛引导职

工在阅读中提升素养。

阅读、分享、领读、传递……随着像陈宾

一样的阅读引领人不断涌现，“循着书香去打

卡”成为一种风尚，“人人都是阅读者和阅读

引领者”这一来自山西工会的倡议，声音愈加

响亮。

山西工会深化职工书屋建设，优化阅读服务，让职工“有书读、方便读、就近读”——

循 着 书 香 去 打 卡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多亏工会这几年的持续救助，我才能渡

过难关。”日前，山东省威海市总工会启动

2024年建档困难职工上半年生活救助金发放

工作，接过救助金的困难职工李亮感激地说。

近年来，威海市总积极开展困难职工帮

扶救助工作，密织职工帮扶救助网，当好职工

的“解忧人”，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不让一名职工

掉队。近 3年来，威海各级工会累计投入帮扶

救助资金 1018.12万元，帮扶职工 3299人次。

密织帮扶救助网

高某坤是威海三角集团的一名职工，妻

子二级智力残疾，女儿正上大学，生活一度陷

入困境。近两年来，威海市总为其家庭累计

发放生活救助金 2.8 万元、助学金 1.2 万元。

2023 年 5 月至今年 1 月，高某坤的妻子 4 次住

院，威海市总又第一时间通过困难职工家庭

专项保障为其理赔了 10427元。

“我们把‘精准’二字贯穿职工帮扶救助

工作始终，做到一般困难机制帮、突发困难及

时帮、突出困难重点帮，通过精准施策，确保

帮得准、帮到位。”威海市职工综合服务中心

负责人介绍。

对于建档困难职工，威海市总建立帮扶

联系人制度，“一户一策”科学制定帮扶措

施。对劳动能力困难的职工及其家庭成员，

为其提供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创业援助；对

因病致困的职工开展医疗救助；对建档困难

职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困难职工家庭专项

保障；对因子女上学致困的职工，通过金秋助

学给予资助，并帮助其子女申请其他资助政

策；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通过发放生活救助

金，帮助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惠工保”增添保障

“真没想到当初花 50 元买的保险能给报

销 5万元，工会可真是为我们家雪中送炭了！”

威海迪尚爱华服饰有限公司职工徐某峰患慢

性肾脏病，医保报销后还需自费 6 万多元，威

海市总“惠工保”给他赔付了 5万元。

“我们调研发现，因病致贫已成为导致职

工家庭困难的第一大诱因，患病职工的医疗

保障成为困难职工家庭最直接、最现实、最迫

切的需求。”威海市职工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

表示。

职工需要就是工作方向。2010 年，威海

市总设立爱心互助补充医疗保险工程，即“惠

工保”，对参保职工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进行

二次报销，最高保障额度达到 10万元，为广大

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多提供一重保障。

“惠工保”实施 15 期以来，累计参保职工

546.61万人次，筹措互助金 2.75亿元，19.89万

名职工获得理赔，发放理赔金 2.26亿元，成为

威海参与职工最多、受益面最广的一项品牌

工程，有效缓解职工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

“输血+造血”激发内生动力

“妻子去世后，女儿开始厌学，我还遭遇

裁员，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喘不过气来。”威海

荣成市建档困难职工于某一度丧失对生活的

信心。荣成市总工会了解情况后，安排工作

人员为于某提供持续的情感关怀和心理疏

导，并主动对接爱心企业——山东凯丽特种

纸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安排生产车间操作员

工作，月收入 4000余元。在市总的帮助下，于

某开启新生活。

在困难职工帮扶工作中，威海市总强化

物质帮扶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在充分了解职

工心理动态及技能特长、技能需求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兜底性

就业创业帮扶等服务，增强了困难职工的自

立自强意识和内生发展动力。

目前，威海各级工会共成立兜底性就业

创业帮扶基地 7家，为困难职工及其家庭成员

推出“菜单式”技能培训 39场次，共有 1501人

通过培训提升技能。此外，通过设置假期勤

工俭学项目，帮助 19 名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子

女获得勤工俭学机会，积累社会实践。

威海市总做实、做细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通过精准施策确保帮得准、帮到位——

共 富 路 上 的“ 解 忧 人 ”

本报讯 （记者王伟 通讯员刘义昂 陈凯）

“原来我缺乏集体协商的谈判技巧，后来通过

参加集体协商培训班，谈判能力有了很大提

升。”日前，江苏省滨海县沿海工业园区工会

干事李珊珊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从 2023 年 11 月开始，滨海县总工会着力

提升工会干部综合素质，重点培养工会干部

求知博览、调查研究、依法维权、协商谈判、对

外交际等 5种能力。

滨海县总工会副主席李红旗介绍，今年

全县共更新职工书屋书籍达 20 多万册，召开

学习心得交流会 146场次，加深工会干部对阅

读内容的理解；引导工会干部学会调查研究的

工作方法，安排工会干部走访企业和一线职

工，寻找解决方案。指导工会干部运用“一函

两书”“法治体检”等形式，帮助职工维权，化解

劳动争议。举办 3期集体协商培训班，提升工

会干部的协商谈判能力。每个月组织一次工

会干部和各单位负责人联谊会，每季度举办一

次“工企沙龙”，提升工会干部协调能力。

通过一系列措施，滨海县工会干部的“5种

能力”不断提高。针对该县货车司机人数多且

分布广的情况，滨海县总通过工会干部与各单

位沟通协调，得到县交通运输局等 26个单位的

支持。截至6月底，该县货车司机入会4116人。

滨海县某建设工程公司未及时发放职工

工资，公司工会主席向公司发出工会劳动法

律监督提示函和意见书，督促及时整改。7月

初，该公司将拖欠的 47名职工的工资结清。

半年多以来，滨海县工会系统共召开求

知博览交流会 40 余场次；工会干部深入车间

班组调查走访达 1260 人次；指导工会干部发

出“一函两书”86 份，深入 173 家企业开展“法

治体检”；组织工会干部与各单位开展各项联

谊活动 130多场次；纠正 57起违法用工，化解

46起劳动争议。

江苏滨海县总提升工会干部综合素质

瞄准短板弱项培养“5种能力”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

制定《全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三年提升计划（2024—2026
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努力推动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入会、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建会数量持续增长，“小三级”

工会组织体系逐步完善，基层缺经费、缺阵地、缺工作人员等

问题明显改善，工会组织规范化水平有效提升，基层工会引领

力、组织力、服务力不断提升。

计划提出，要着力推动非公企业建会扩面提质。推行领导

干部联系推动重点企业建会制度，落实建会“一函两书”制度。

今年底，实现百人以上非公企业普遍建会；50人以上企业建会

率达 70%以上，2026年动态保持在 85%以上。今年实现重点平

台普遍建会，市、县两级普遍建立新业态工会联合会；到 2026年

底，新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 15万人以上。

针对社会组织建会工作难点，计划指出，要推动民办医

院、学校等依法建会，今年底实现社会组织建会率动态保持在

85%以上。优化“小三级”工会组织建设，培育示范性基层工

会，到 2026年实现各类园区应建尽建。打造货车司机入会服

务工作品牌，争取多部门支持，摸清工作底数，举办劳动和技

能竞赛，开展关爱行动。

此外，根据计划，自治区将加强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以

建“家”工作为牵引，落实“六有”要求，完善“建家、管家、评家”

机制。在地方试点共享职工之家建设。通过专、兼、挂相结

合，配强基层工会干部队伍，提高专职工会干部比例。加强社

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拓展定岗使用，打通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职业发展通道。

新疆实施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三年提升计划
今年市县两级将普遍建立新业态工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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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玺）7月 23日，天津市总工会与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搭建校地交流合作

平台，并在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合作。天津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杨春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向兵出席签

约仪式并致辞。

据了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是我国高素质应用型、复合

型、创新型工会工作人才培育基地。天津市总与该学院一直

保持着密切沟通协作关系，为进一步交流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天津市总在职工队伍思想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工会数智化建设以及职工维权服务等方面取得新的

进展。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双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创新工作形式、提升工会服务水平、培育新时代技能人才

的又一重要举措。

据悉，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在共同推进劳模工匠体系建

设、培育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聚焦工运课题研究、促进工

运理论发展与工会工作创新实践、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工会干

部队伍等多方面开展深层次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具有天津特

色的工会品牌项目，不断提高工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服

务力，在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中发挥工会作用。

天津市总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搭建校地合作平台 打造工会品牌项目

本报讯 （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黄宇 李雪）记者日前获悉，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总工会通过创新平台构筑、典型引领

风尚、完善关爱机制等 3 项举措，放大劳模工匠示范效应，

培育劳模工匠。在该举措推动下，今年百色市有 1 人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2个班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31名职工获

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在创新平台构筑方面，百色市总推动企业开展技能培训、

技能练兵与技能比武，通过“名师带徒”模式，打造了一批学习

型、创新型工匠团队。同时，设立 47 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与 20 家工匠学院。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促进技能的传承与创

新，还推动 5项先进操作法与 2项创新项目的申报，加速了职

工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一名职工因此入选自治区“大国工

匠”培育计划。

在典型引领风尚方面，百色市总通过“百工凝心铸魂”等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激发职工的创新活力。6月 21日，百

色市总、市教育局联合承办的“劳模工匠进校园”全国性示范

活动在百色天立学校举办。现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广西工匠、靖西市绣蕴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总工艺师王秀芬

讲解了绣球制作的技艺创新，将劳模精神与工匠品质深植于

青少年心中。

为了进一步激发劳模工匠及技能人才的潜力，百色市总建

立健全了关怀服务体系，包括节日走访慰问、困难劳模帮扶、津

补贴发放等措施，并定期组织疗休养与体检活动，加大对劳模

的学习与技能培训投入。特别是通过举办非遗手工技艺展示

及评选，为少数民族工匠人才的挖掘与培养开辟了新路径。

创新平台构筑 典型引领风尚 完善关爱机制

百色市总3项举措培育劳模工匠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西宁

市城西区环卫职工“暖心早餐”工程启动实

施，该区 970 余名环卫职工可在辖区 24 家早

餐店享受由政府买单的“暖心早餐”。

今年以来，在原有实行的爱心早餐基

础上，城西区总工会积极协调，优化资金结

构，进一步提高环卫工人爱心早餐的标准

和质量。按照“就近、方便、安全”原则，筛

选出辖区 24 家“暖心早餐”店，每日免费为

环卫职工提供搭配合理、分量充足、营养均

衡的早餐。

据介绍，城西区 970 余名环卫职工的供

餐标准由此前的 5 元提高到 10 元（含商家让

利 3 元）。“暖心早餐”由工会经费和城西区区

级财政资金按 1.8：1的比例构成。

“我们每天早上 5 点多就要到岗，‘暖心

早餐’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从事环卫工作

16年的城西区环卫工人张师傅说。

城西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区总进

一步优化“暖心早餐”工程就餐结算方式，环

卫工人扫码即可点餐用餐，月底系统将自动

结算。

西宁城西区总实施环卫职工“暖心早餐”工程

环卫工扫码即可吃上免费早餐

日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中式烹调师、调饮师职业技能
竞赛上，20家餐饮行业企业的 60余名参赛职工展开激烈角
逐。选手们将烹调技艺、营养知识、滇菜文化等融入实操，通
过展现刀工、炒工、炸工、美工等专业技能，制作出一道道色香
味俱全的滇菜美食。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摄

“厨”类拔萃

7月25日，山东省梁山县中医院医生为
快递员测量血压、血糖、心率，讲解日常健康
保健、职业伤害预防等知识。

当日，梁山县总工会和邮管局开展义
诊送健康活动，针对快递员群体容易出现
的膝关节损伤、腰肌劳损、血糖偏高等问
题，给出专业用药指导和预防保健方案，
同时帮助快递员了解自身健康状况，深受
好评。

本报通讯员 杨玉建 吕玉会 摄

义诊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