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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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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朱向前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采油

管理六区部分油井含水高达 99%，油少水

多，油井几乎成了水井。今年 6月初，职

工吴昊利用堵水工艺对两口油井进行治

理后，油井含水下降 12个百分点，日产油

增加 4.5吨。因“治水”有功，吴昊拿下管

理区二季度劳动竞赛“最佳降含水标兵”。

“工作干得好不好，劳动竞赛见分

晓。”在胜利采油厂工会副主席冀贞眼

里，劳动竞赛是考评业务工作的一块“试

金石”。

近年来，胜利油田紧紧围绕中心工

作，聚焦价值创造、集智创新、岗位创效，

深入开展推动油田高质量发展劳动竞

赛，充分发挥竞赛的激励作用，点燃职工

创新创效的激情。

聚焦价值创造，劳动竞赛与生产
经营同频共振

34 口新井，单井设计产量 5.6 吨，实

际产量达到 8.6吨。这一关键指标，让东

辛采油厂收获油田“大幅度提高单井产

能”劳动竞赛的第二名。

“大幅度提高单井产能”是胜利油田

高质量发展劳动竞赛的一个单项竞赛项

目，也是聚焦价值创造的其中一例。工

程技术管理中心井下作业管理室主办张

在朋表示，排名靠前单位有激励，排名靠

后单位则成为优先帮助和指导的对象，

会“手把手”地帮助评估、优化方案，提升

单井产能。

工作的内容就是比赛的内容，工作

的评比办法就是竞赛的评比办法，工作

的考核结果就是竞赛的评比结果。

胜利油田群团工作部副主任、油田

工会副主席杨金友说，油田聚焦年度重

点工作，科学设置“高质量发展劳动竞

赛”内容，把效益指标、创效责任嵌入劳

动竞赛考核全体系、生产管理全过程，实

现了劳动竞赛和生产经营同频共振，引

导职工向价值创造聚焦发力。

翻开 2024 年胜利油田高质量发展

劳动竞赛项目表，13 个竞赛大项，涵盖

高质量勘探、效益开发、页岩油开发、平

安油田建设等生产经营各方面的重点。

在杨金友看来，劳动竞赛只有融入

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相融互

促，才能实现竞赛价值最大化，才能在推

动油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生产经营成效是检验劳动竞赛成果

的“标尺”。2023 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

实现稳中有增，预测储量、控制储量、探

明储量“三级储量”重上“三个 1亿吨”。

聚焦集智创新，把想法变做法、
把点子变金子

二氧化碳溶于水后呈现酸性，会对

管线造成腐蚀。如何正确加药减缓腐

蚀，曾一度困扰着胜利油田 CCUS 项目

管理人员。

生产的难点就是创新的起点，一线

的需求就是创新的追求。在胜利油田

“一线生产难题揭榜挂帅”活动中，胜利

油田首席技师张建国毛遂自荐，认领了

这一课题，并带领团队进行研究。

（下转第 3版）

聚焦创新创造创效，胜利油田以“三个聚焦”提升劳动竞赛含金量

让每名职工都有自己的“赛道”
本报讯（记者康劲 通讯员王大

利）“加入工会就感觉有了依靠，有了

归属感。”在甘肃省定西市的安定区，

货车司机韩师傅时常光顾的地方，是

安定区新兴领域区域性党群活动服务

中心，还有一个同样鲜艳的工会标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爱心驿站。

这里也是定西市深化党工共建、

引领优会强会的缩影。定西市总工会

持续深化“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

党工共建”融合发展机制，落实“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三年行动”要

求，全面推进思想政治引领、建会入

会、维权服务、技能提升等工作，把货

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

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引过来、

组织起来、活跃起来。

截至今年 7 月底，该市共建立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组织 111 个、联

合会 10个，实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

会率 98%。

近年来，定西市总工会紧扣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党建总要

求，推动工会工作纳入党建工作总体

规划和考核体系，出台“全市工会党建

带工建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

工作要点”，统筹调度、集中力量，持续

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的服

务工作和权益维护。

定西工会在全面摸排平台企业和

快递企业的业务板块、分支机构、网

点站点的基础上，大力推行“重点

建、行业建、兜底建”模式，做实区域

（行业）工会、建强乡镇（街道）园区

工会、扩面社区（村）工会，在职工集

聚的城镇空间和产业发展布局区

域，集中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推

动具备条件的社区、园区、商圈、楼

宇、工地、合作社、川河经济带和马

铃薯产业链、中药材产业链全部建

立起工会组织。

同时，筹资 276 万元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在全市

的 1 区 6 县 119 个乡镇 2 个街道的

城镇主要生活区，建立工会驿站

144 家，实现工会组织和服务阵地

的交叉全覆盖。通过完善功能，优

“新”服务，安定区和临洮县、漳县、

岷县，相继获评“全国最美工会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陇西县总工

会成为甘肃省首批 4 家“模范县级

工会”之一。

自 2023 年以来，定西工会还充

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组织

和服务站点的优势，紧盯职业特点

和行业需求，培育“新”动力，提升职

业技能素质，共开展专项技能培训、

技能竞赛 50 期，选拔市级技术能

手、技能标兵 230 多人，创建明星班

组 10 个。在工会驿站常态化开展

全民阅读、主题阅读活动，新就业形

态领域的职工参与人数达到 3.5 万

人次。

甘肃定西深化党工共建、引领优会强会

做优“新”服务 培育“新”动力

本报北京8月12日电（记者朱欣）

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

工岗位“云讲述”活动今天在“职工之家”

APP 启动。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凝心聚

力担使命 立足岗位建新功”，致力于在

广大职工群众中深入宣传宣讲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国职工岗位“云讲述”活动分为宣

传动员（2024年 8月）、集中讲述（2024年

9 月~10 月）、展示宣传（2024 年 10 月~11
月）、知识竞赛（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4 个阶段，广泛组织劳模工匠示范宣

讲，一线职工广泛宣讲，让每位职工都能

成为“宣讲员”。

职工可以通过“职工之家”APP参与

活动。下载并进入“职工之家”APP 后，

选择“职工书屋”版块，点击“活动”—“云

讲述”即可参与。职工可以自行录制并

上传 2 分钟以内讲述视频，同时填写活

动报名信息及准确选择所属省份及地级

市，作品将自动计入相应赛区。各级工

会可在“职工之家”APP活动平台注册

成为组织机构，组织参赛职工加入并

参与活动，活动将按照组织机构成员

的参与量进行实时展示。

“云讲述”活动重点讲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体会；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勇立潮头、建

功立业、改革创新的身边故事；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生

动实践；在生产一线克服的技术难题、

提出的创新妙招、练就的过硬本领、总

结的先进经验；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自

强不息、积极向上的感人故事。

此次活动借助数智化技术和线上

优势覆盖更多职工，并通过职工的讲

述，将平凡人生、工作小故事与新时代

社会经济大影像融合在一起，激发职

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

励职工努力做参与改革、推动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

工会“喊”你来宣讲

全国职工岗位“云讲述”活动启动

本报广州 8月 12日电（记者叶小

钟 赵思远）全国工会资产工作现场交

流会议今天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全总决策部署，总结推

广广州经验，研究安排下一阶段目标任

务，努力推动工会资产工作实现高质量

发展。全国总工会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是各级工会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工会组织

要充分认识全会的伟大意义，忠实履行

新时代工会资产工作的政治使命。会议

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工会资产工作的

领导，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担当，全

面完善工会资产监管体系，深化工会企

事业改革，加快推进工会资产工作数智

化建设，确保职工服务阵地“功能完好、

物尽其用”，努力实现工会资产工作高

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认真总结学习广州经

验，以改革精神破解工会资产工作发展

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市总工会

在上级工会的领导、支持下，坚持争取

党委重视和政府支持，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坚

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人才是第一

资源，推动工会资产工作“突出公益、聚

焦主业、自主经营、依法监管”，取得了

可信可学可用的宝贵经验。

与会同志实地观摩了广州市工

人文化宫、员村工人文化宫、广州市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等职工服务阵

地，听取了广州市总工会做好工会资

产工作经验做法的介绍，浙江、江西、

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等 6 个省级总

工会和全总资产监督管理部在会上

作了交流发言。

全国工会资产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在广州召开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沈学

武）近日，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乌铁局）举行首席技师聘

任签约仪式，被聘任为首席技师的乌鲁木

齐西车辆段维修电工贾永庆和库尔勒机

务段机车乘务员刘万辉签订了聘任协议。

近年来，乌铁局不断营造尊重人才、

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深入推进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拓展技能人才成长进

步阶梯。在搭建职工技能提升平台上，

完善“一主三辅”培训基地建设，31 个基

层站段成立技能培训工作室，逐年扩大

技能大师工作室覆盖面，组织高技能人

才广泛开展培训授课、现场送教和绝活

绝技传承。开展“万人育苗”工程，为近

两年取得技能竞赛名次的人员开设精英

人才赛道，设立 28个竞赛项目，分系统、

分专业组织业务精英同台竞技。

把职工培训与收入分配、职称评定、

职务晋升、评先树优挂钩，激发职工学业

务的积极性。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量身定制针对性强、服务现场工作需

求的培训内容。突出“干什么学什么”的

特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开展典型

事故案例分析、不良设备整治研讨等课

程的培训。每季度考评命名一批“业务

技能高水平人员”，激励职工不断提升个

人技能的劲头。

针对影响安全生产和作业效率的

“卡脖子”现场难题，搭建全员创新平台，

组建业务技术骨干团队，参与设备革新、

技术攻关、工作创新等项目，通过“学中

干、干中学”，培养各领域能够破解安全

生产难题的能工巧匠。两年来，共有 66
个项目荣获集团公司表彰奖励；深入开

展合理化建议和“金点子”征集、职工“五

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2023 年申

报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创新成果 1067项。

（下转第 3版）

乌铁局深入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每季度考评一批“业务技能高水平人员”

本报巴黎8月11日电（特派记者

毕振山）当地时间 11 日晚，2024 年巴

黎奥运会闭幕式在法兰西体育场举

行。随着奥运主火炬渐渐熄灭，巴黎

奥运会正式落下帷幕。

巴黎奥运会上，来自全球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10500 名运动

员在奥林匹克旗帜下公平竞赛，友好

交流。在“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感召和鼓舞下，本

届奥运会上世界纪录 32项次被刷新，

奥运会纪录 125 项次被改写。巴黎奥

组委一共生产了 5084块奖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11 个大项 14
个分项上获得 40 金、27 银、24 铜共 91
枚奖牌，取得了我国 1984 年全面参加

夏季奥运会以来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

绩，我国夏奥金牌总数达 303枚。

图为当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闭幕
式上。 本报特派记者 杨登峰 摄

巴黎奥运会闭幕
我国夏奥金牌总数达 303枚

激发新型工业化澎湃动能 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本报记者 王群

托盘式自动化成品立体仓库、AGV
智能物流机器人、5G+AI 视觉检测设

备……在位于四川绵阳的长虹智能制

造产业园内，“5G+工业互联网”智能电

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线正高速运

转，订单实时下发、物料自动传送、工序

无缝衔接。

依托四川首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双跨”平台，该生产线可以实现同时生

产 6 种型号的产品，每一个环节均可实

现互联互通，每秒可查询处理数据 10万

条，产品生产交付周期缩短 50%以上。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虹工业互联网

“双跨”平台已具备跨行业、跨区域共享

平台能力，实现数据在研发、采购、制

造、物流、交易等环节高效协同。

长虹控股集团党委委员、长虹股

份公司副总经理杨秀彪表示，近年来，

长虹积极推进“智改数转”，以数字经

济引领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企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对全球范

围内 22个制造基地、65个制造工厂实

施“智能化升级改造”，赋能 8 个行业

3000多家中小微企业“智改数转”。

（下转第 3版）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吴振东 张海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向社会发

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其中，在养老护

理员职业下增设了社区助老员、老年助

浴员 2个工种。

截至 2023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到 2.97 亿、占比 21.1%；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占比 15.4%，我国

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老有所依到老有所享、老有所乐，

近年来，养老行业呈现新需求、新变化。

记者走访上海、湖南、四川等地了解到，

随着养老服务的细分和专业化，养老领

域出现更多就业增长点。业内专家建

议，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规范职业技能

标准，多举措提高从业者综合素质。

破解养老难题 新职业不断涌现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的护理员张波近日来到家住

洪雅县洪川镇的刘爷爷家，为其提供助

浴服务。

76 岁的刘爷爷脑溢血后部分肢体

偏瘫，同时患有一些基础性老年病。“要

先测量老人生命体征是否平稳，再进行

助浴，其间也要随时关注老人的状态。”

他说。

“现在天热，洗澡是个大问题，多亏

了他。”刘爷爷说。

洪雅县九如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

理主任王东梅介绍，上门服务的护理员

至少要经过 3 至 6 个月的培训并取得专

业护理员证书，助浴过程中给老人翻身

也有规范的手法，避免二次伤害。去年

6 月公司成立居家服务部，目前每天有

六七十单，包括营养餐配送、功能维护训

练、助浴等业务。

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对从业

者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养老顾问等在内的一系

列领域更细分、专业性更强的新职业应

运而生。

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养老顾问制度

的城市之一。截至 2023年底共有养老顾

问点 6988个，养老顾问人数达 1.03万人。

“很多有养老需求的老人，对政策等

常有困惑。我们通过提供专业化、个性

化的咨询，为他们解读推荐合适的养老

资源，帮助老人更精准、更便捷地对接所

需的服务。”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

养老顾问黄丽说。 （下转第 3版）

养老照护新职业涌现，专业人才缺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