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康劲

“新建的学校非常漂亮，我知道这些教学

楼和课桌椅是怎么来的，谢谢工会的叔叔阿

姨、谢谢参与建设的工人师傅。”在 9月 2日的

“开学第一课”上，甘肃省积石山县五一小学

五年级学生马伊丽发自内心的感言，令在场

师生不禁动容。

课堂上，教师刘丽娟与同学们一起回顾

了积石山地震发生以来八方支援的点点滴

滴。她说：“‘开学第一课’选择感恩教育是想

让同学们知道，新学校的建成，离不开各方力

量的帮助，这一切来之不易，应该懂得珍惜，

常怀感恩之心。”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省临

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共

造成甘肃、青海两省上百人遇难、77.2 万人

不同程度受灾，积石山县 244 所学校不同程

度受损。灾后第一时间，全国总工会、甘肃

省总工会紧急拨付 1200 万元，支援积石山县

抗震救灾和慰问受灾职工群众；陕西省总工

会、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和中国职工发展基

金会紧急采购帐篷、被褥等救援物资赶赴灾

区；临夏州总工会、积石山县总工会干部快

速行动，参与抗震救灾工作。

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吉林省、江苏省、河

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以及杭州

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绍兴市、湖州

市、台州市和金华市总工会，香港工会联合

会、香港海员工会等工会组织又通过中国职

工发展基金会，捐献 1527 万余元公益资金支

持重建。

如今，灾后重建取得阶段性进展，185
所学校完成了室内外维修改造，17 所学校

的重建工程相继完工。在抚平地震创伤、

重建家园的崭新画卷中，位于积石山县大

河家镇四堡子村集中安置点上的五一小学

成 为 诠 释“ 灾 害 无 情 、人 间 有 爱 ”“ 一 方 有

难、八方支援”，凝聚“工会大爱”的标志性

建设项目。

自今年 3 月以来，在积石山五一小学建

设的攻坚阶段，全国总工会、甘肃省总工会、

临夏州总工会多次派工作组前往项目工地，

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开展慰问活动。积石山

县总工会还在项目工地设立工会驿站，为

建设者送温暖、送清凉。甘肃省安装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职工日夜奋战，全力

确保工程品质。

据介绍，五一小学规划用地面积约 46.6
亩，总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设立 24 个教

学班，可容纳学生 1100 多人，新建了教学综

合楼、教师周转宿舍、食堂、报告厅、消防水

池及泵房、换热站等建筑，同时配套建成室

外运动场地、校门、围墙及室外管网等附属

工程。每间教室均配备智能电子黑板、电子

班牌等智慧教学设施设备，为学生们营造现

代、便捷、高效的学习环境。

9 月 2 日，积石山五一小学开课。来自

四堡子村、克新民村等安置家庭的 532 名小

学生，身着崭新的校服走进校园。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迎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少先

队员敬队礼，全体师生列队肃立，心中涌动

着无比的自豪与感激。

循着琅琅书声，走进漂亮的教学楼，宽

敞明亮的走廊映入眼帘，楼道两侧布置着以

安全、法治、感恩、阅读和国学等为主题的文

化墙，不仅美化了校园环境，更赋予校园深

厚的文化与情感底蕴。

当天，临夏州总工会干部也走进五一

小 学 ，见 证 孩 子 们 在 新 环 境 中 的 快 乐 笑

脸。临夏州政协副主席、州总工会主席高

桦说，这所集多地工会力量捐建的爱心学校

如期建成，顺利开学，将引领孩子们向着更

加辉煌的未来扬帆远航，同时也让爱与希望

的种子在积石山县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

壮成长。

甘肃积石山地震发生后，多地工会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近日，一所汇聚工会爱心的学校建成开学——

积石山五一小学见证“工会大爱”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要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不折不扣

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市工会系统落地见效。”

9 月 5 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齐静在北

京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

齐静指出，要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一线宣传

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

就，宣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光明前景，用好报刊、文化宫、

职工书屋等阵地，讲好劳模故事、劳动故事、工匠故事，团结动

员广大职工坚定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投身改革，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广泛共识和行动力量。

齐静强调，要立足首都发展大局，团结职工建功立业，着

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产

业技术工人队伍。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制

定北京市深化“产改”实施意见，扎实做好“十四五”职工发展

规划评估工作，研究编制“十五五”职工发展规划，强化资源整

合、政策支持、协同联动，推动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完

善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塑造一支宏大的与

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产业工人队伍。

齐静提出，要履行维权服务职责，加强源头参与，推动

修改制定《北京市集体合同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工会工作法治化

水平。要深入开展普惠性服务和精准帮扶，做优做强冬送

温暖、夏送清凉、疗休养、互助保障等工会服务品牌。要以

“新双 15 工程”为牵引，建好用好工会驿站等阵地，推进工会

数智化建设，让职工群众感受到工会就在身边。

北京市总工会主席齐静提出

立足本职担当作为推动三中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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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9 月 7 日，

在山西省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集体协商会

上，企业方和职工方代表签订《物流货运行业

集体合同》，该集体合同覆盖全市 200 余家企

业 3.2 万多名货车司机。此举意味着太原市

在推动物流货运行业企业规范用工，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据了解，太原市首份物流货运行业集

体合同共 16 项条款，在保险保障、技能培

训、安全驾驶等方面设立了行业底线，尤其

是明确约定，企业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

货车司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除此之外，

还应购买雇主责任险及人身意外险等商业

保险；提倡货运平台企业为自觉缴纳社会

保险费、购买人身意外险等的货车司机优

先派单。

此前，针对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太原

市总工会组成专项工作团队，通过调研物流

货运企业及物流货运平台 40 余家，召开货车

司机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了解到缺少职

业伤害保障已经成为物流货运行业发展的痛

点。今年 4月，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集体协商

启动之初，就将协商议题聚焦于货车司机的

职业伤害保障、技能培训、安全驾驶以及企业

关怀，进行了反复磋商。

“我们通过主动参与调解货车司机工伤

赔偿纠纷案件，推动行业集体协商工作进

程。”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穆

锦峰表示，货车司机工作强度高、交通风险

大，购买工伤保险十分必要，但在实际中，很

多货车司机都缺少职业伤害保障，这也导致

相关劳动纠纷调解难度加大。

穆锦峰认为，集体合同明确约定，货运平

台可对有保险保障的货车司机优先派单，就

是通过设置奖励政策引导货车司机关注自身

安全、提升防护意识。

在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推

动下，目前，山西金度生活科技连锁有限公

司与 200 多名货车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并购

买了雇主责任险、人身意外险等商业险，该

市不少货运物流企业也逐步向员工制企业

转型过渡。

太原市首份物流货运行业集体合同“上路”
就保险保障、技能培训、安全驾驶等设立行业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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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截至今年 6
月，白洋淀鸟类种群数量已达 286 种，较雄安

新区设立前增加 80种。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山水工程”，加大

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我国生态系统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不断提升。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山水工程”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

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着力以高水平保护

修复支撑高质量发展。在青海、山西、宁夏

等地，新一批“山水工程”正在成为黄河流域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修复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

河北省府河河口湿地承担着提升和改善

白洋淀上游入淀水质的重要任务。“山水工

程”实施前，这里是“人进水退”的农田和鱼

塘。如今，当地在河流入淀口建立人工湿地，

就像在河口加装了“滤芯”，入淀水质净化程

度明显提升，湿地再现百鸟蹁跹的壮观景象。

湟水流域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同时

也是青海耕地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青藏高

原生态屏障区东部湟水流域“山水工程”将优

化国土空间格局，发挥湟水流域生态最大潜

力，为青藏高原生态修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提供示范引领。按照规划，到 2025年，该工

程将减少湟水流域 2.64%的水土流失面积，增

加 0.39%林草植被覆盖度，完成 15.77 万公顷

的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

由末端治理向全链条管理转变

“在铜锣山矿山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当

地并非只是简单进行矿坑的修复，而是坚持

整体修复，从山上生态保育、山腰生态修复、

山下合理利用等 3 个方面开展系统性修复工

程。”吴晓鸿说。

此外，在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重庆市渝

北区还依据村庄规划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将

生态修复与后续铜锣山矿山公园发展结合；

整合区域较大范围闲置集体建设用地资源，

统一进行土地配置，打通农村闲置建设用地

合法利用通道；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矿山

生态修复。

浙江省千岛湖流域水环境系统生态修复

项目则通过“源头削减+过程拦截+末端治理”

的全过程系统治理模式，使得污染物入湖量得

以削减。同时，针对面源污染治理，该项目引

入国际上有效的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水

基金模式，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民生通惠

公益基金会联合出资 1000万元，建立“千岛湖

水基金”，初步建立多元参与的社会共治模式

和自我造血的可持续资金机制。

铜锣山矿山、千岛湖流域水环境系统的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体现了我国生态保护修

复的重大转变。

“以‘山水工程’等国家重大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为抓手，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已实现由单一要素向系统治理转变，由工程

措施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转变，由末端治理

向全链条管理转变，由单纯依靠财政向多元

化投入转变的 4个转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转变作出了积极贡献。”自然资源部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有关负责人说。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走进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白鹭乡上塘村

的小路农场，漫山遍野的脐橙树长势喜人，青

绿的果子挂满枝头，“等到 11 月份的时候，脐

橙就可以卖了！”农场主人谢小路高兴地说。

“在我小的时候，这里大片的山地都水土

流失、崩岗严重，修路很难，土地质量非常差，

水稻也很难有收成。”谢小路对记者说，当地

进行生态修复之后，他们种上了脐橙，现在农

场每年的收成达 200万元。

“山水工程”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赣县区是江西省崩岗密度最大、数量最

多、类型最全、流失最严重的区域，被称为

“红色沙漠”。近年来，赣县区积极开展崩岗

生态修复项目建设，通过“一路五区”和“三

型四结合”治理模式，昔日的“烂山地貌、生

态 溃 疡 ”成 功 蜕 变 为“ 绿 水 青 山 、金 山 银

山”。当地将崩岗整治成标准水平梯田，种

植脐橙、杨梅等经果林，每年产生的直接经

济效益可达 3600 万元，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山水工程”的推进还带动“生态+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

渝北区石船镇石壁村党总支书记黄伟告

诉记者，渝北区铜锣山矿山公园成为网红打

卡地，吸引市民自发前往参观游览，吸纳周边

村民 200 余人就业和创业，人均增收约 2 万

元，通过无偿提供农产品交易中心售卖农副

产品、农户开设农家乐、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以

地入股与社会投资主体合作办企等多种方

式，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农户增收。

逐“绿”前行，绘就美丽中国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赵晨琳）

9月 9日~10日，由河北省秦皇岛市政府主办的

“传承工匠精神 争做创新能手”秦皇岛市地方

名吃皮皮虾宴创意技能大赛精彩上演，来自全

市餐饮服务业的厨艺高手齐聚一堂，比功夫、赛

厨艺，并发布秦皇岛市首届皮皮虾宴金榜菜单。

秦皇岛是滨海旅游城市，皮皮虾是该市

特色海鲜。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秦皇岛市 43
家企业的 129名厨艺高手参赛，分凉菜、热菜、

主食面点 3个项目进行比拼。按照比赛要求，

每个参赛作品以皮皮虾为主料，辅料不限制，

40分钟内制作出皮皮虾美食。大赛评审采用

专家和大众评审两项打分，最后进行综合评

价计算总分。大众评审团由劳模代表、职工

代表、美食主播和行业相关人员组成。

切菜、腌制、水煮、炝炒、装盘、造型……

比赛中，选手们纷纷亮出绝活，在传统烹饪基

础上推陈出新。最终，在 163 道精美菜肴中，

评选出凉菜、热菜、主食面点 3 项比赛的各个

奖项，并按照相关规定为获奖者颁发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同时，赶海蒜香皮皮虾、芙蓉皮

皮虾、皮皮虾水饺等 25 道菜品入选秦皇岛市

首届皮皮虾宴金榜菜品榜单。

秦皇岛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李建荣表示，此次大赛的目的是打造选树高

技能餐饮人才、提升餐饮特色文化水平、促进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竞赛活动品牌。

大赛由秦皇岛市总工会、市外事和商务

局、市人社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承办，通

过“秦皇岛职工频道”网上平台全程直播，吸

引近 5万人次在线观看比赛、留言互动。

秦皇岛举办皮皮虾宴创意技能大赛

厨神争霸“赛”出海滨味道

9月 9日下午，在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江苏省邮政工匠、南京邮政邮
务部职工沈琳和学生观察紫光灯照射下的邮票。

当日，“方寸天地拓精彩未来”2024年秋季“劳模工匠进校园”首场活动在该校举行。该
校邀请劳模工匠进校园宣讲，旨在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在学校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中的示范
和引领作用，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劳模工匠“开讲了”

本报西安9月10日电（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焦键 师润润）

今天，“铁定终身 一路相伴”全国铁路职工集体婚礼在陕西

西安渭河城市运动公园举行，来自全国铁路的 100 对新人喜

结连理。

近年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广泛开展“会聚良缘”职

工婚恋服务，打造了“幸福列车”等一批婚恋活动品牌。本

次首届全国铁路职工集体婚礼的举办，是持续发力做好职

工婚恋服务，不断增强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和职业荣誉感的

切实举措。

集体婚礼选择在西安靠近古丝绸之路起点的“渭桥”遗址

旁举行，寓意用千年历史见证铁路新人的爱情亘古不变。婚

礼现场舞台整体造型为路徽形状，新人形象展示和爱情打卡

等陈列造型为“西”“安”两个字的汉字拼音。在集体婚礼典礼

上，百名新郎乘坐虚拟高铁到达会场，百名新娘在家属的陪伴

下和新郎相会，共舞爱情圆舞曲。

新婚典礼结束后，100 对铁路新人还搭乘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幸福号”旅游列车参加互动游戏，观

看文艺节目，同时走进西铁职工培训基地，打卡铁路蒸汽机车

展，体验铁路机车模拟驾驶，参观陕西铁路陈列馆，感受新中

国成立 75周年以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变迁。

全 国 铁 路 职 工 集 体 婚 礼 举 行
100对新人喜结连理

（上接第 1版）

会议指出，全国工人文化宫“点亮”工作

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

举措。作为一项创新性工作，各级工会要认

真组织开展“点亮”工作，推动工人文化宫实

现阵地、服务、品牌亮起来。要规范工人文化

宫建设，完善规划布局、明确负面清单、加强

共建共享，加大基层阵地建设力度。要科学

合理设置服务功能，突出文化特色，进一步提

高阵地使用效益。要统筹运用全国工人文化

宫资源，加强整体谋划、品牌联创、示范带动，

打造服务职工阵地品牌。

会上，江苏、河北、浙江、江西、山东、新疆

等 6个省级总工会和广州、长春市总工会作交

流发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南京市工人文化

宫、江宁区工人文化宫，进行了分组讨论。

部分省市工会有关负责同志和各省级工

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上接第 1版）

据了解，下一阶段，产业各级工会将聚焦推动发展行业新

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海员、货车司机、建筑业

农民工等群体和“产改”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强农民工素质和

技能提升站建设，开展好 6 项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

发挥产行业创新联盟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产业职工

贡献力量。同时，擦亮做实服务品牌，持续推进“司机之家”

“海员之家”“出租汽车司机小站”“环卫工人服务站”建设，持

续开展“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

动”、关爱船员专项活动等，以“职工之家”APP 推广试用提升

服务职工工作数智化水平，充分发挥“12351+”功能，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会上，王兰等 12位同志当选为中国海员建设工会第五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兰等 48名同志增替补为委员。港口

工匠创新联盟、云南省交通工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会委

员会、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工会等 4家单位作经验交流，来

自全国交通建设系统的 190余名委员和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召开五届三次全委会议

（上接第 1版）

据介绍，本届大赛工种设置彰显了时代性，突出了群众性

和数智化。据全总劳动和经济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本届

大赛决赛工种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版）》中从业人数多、涉及行业广的通用工种，涵盖传统产业和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数字化应用、智能制造等

多个工业生产领域，符合产业与技术的发展要求。同时兼顾

了新职业从业人员参赛诉求。在保留往届大赛焊工、数控机

床装调维修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3个工种的基础上，增

加人工智能训练师、汽车维修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方向）、

网约配送员 3个工种，体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方向。

据悉，参加决赛的职工选手更趋年轻化，平均年龄 32.05
岁，“95后”占到 36.8%。其中年龄最大的 56岁，参加数控机床

装调维修工决赛；最小的 19 岁，参加网约配送员决赛。决赛

选手的学历水平也有所提高，硕士以上学历有 101人，其中有

5 名博士。与此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参赛选手 201 人，占比

36.8 %；农民工 116人，占比 21.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赛充分运用数智化手段，除在工种

设置上考察参赛选手数智化应用能力和水平外，创新了办赛

形式，在“职工之家”APP开设了网上练兵专区，全国职工可登

录平台进行学习答题，决赛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线上技能大比

武。大赛组委会将根据各省（区、市）预赛（选拔赛）、网上练兵

和线上技能比武的广泛性，综合决赛组队和团体成绩等，评选

最佳组织奖和优秀组织奖，颁发奖牌。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覆盖范围最广、职工参与最多

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自 2003 年起，全总联合有关部

门共同举办了 7届赛事，每 3年一届，并带动各地技能竞赛的

蓬勃开展，广大职工获得了学技术、练本领、长才干的广阔舞

台。据统计，2018年以来，有超过 1亿人次职工参加了工会组

织的技能比赛，300多万名职工通过比赛晋升技能等级。

546名职工选手跻身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