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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感觉很好，

从签到入住到房间的准备、行程安排，

都不错。”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

司船舶电焊工林涛说。10月 15日，由全

国总工会组织的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决赛选手疗休养活动正式启

动，大赛的第一批优胜选手作为疗休养

对象已抵达杭州。

据介绍，为增强技术工人获得感、

自豪感、荣誉感，全总首次将进入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的选手纳入优

秀技术工人疗休养活动。546 名选手将

分 7 批到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广东、重庆、广西、四川、贵州、新

疆等地的 15 家工人疗休养院开展疗休

养活动。第一批疗休养地点为杭州市

职工疗养院、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

院，时间为 10 月 15 日至 19 日。其余

选手以工种为单位，分六批次组织开

展疗休养活动。

在浙江疗休养活动期间，优胜选手

们将走进之江文化中心参观浙江省博

物馆之江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物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参观展示劳模工匠文化元素和精神内

涵的杭州市劳模工匠公园，与集名湖观

光、文化体验、研学游乐、红色教育为一

体的红色教育基地杭州跨湖桥遗址；还

将参加浙江省首届职工创新交流大会，

分批参加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流和职

工创新项目路演活动；并欣赏西湖十景

中的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风景名胜，

以及观赏亚运场馆“大小莲花”、亚运博

物馆、城市阳台等现代城市风光。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选手参加优秀技术工人疗休养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召开 10 周年之际，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

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

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

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

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

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

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

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

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

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

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

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

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举精神之旗、立

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

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

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

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

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

的进步要求。 （下转第 3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全军军

事理论工作会议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他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

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

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

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

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

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要

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汲

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坚持

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盯

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扭住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战 建 备 重 大 问 题 研

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改进

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理论转

化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

体系，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

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学支撑和

引领。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认真学习

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深刻把握加快军

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深入研究新时代

战争和作战理论，重点在立起理论内容

体系、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建强研究力量

体系、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

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

局面。

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快军事理论现

代化有关问题，细化明晰了任务分工

和落实措施，6 个单位在会上作了交流

发言。

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

构、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

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

10月15日，中外客商行走在第136
届广交会场馆内。

当日，以“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高
水平开放”为主题的第 136届广交会拉
开帷幕。本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超3
万家、展出新品115万件，新企业、新产
品、新技术、新业态大量涌现，吸引14.7
万名境外采购商预注册。本届广交会共
分3期举行，分别聚焦“先进制造”“品质
家居”“美好生活”题材。

本届广交会线上平台持续优化，首
次 推 出 虚 拟 数 字 人 ，并 推 出 广 交 会
APP。线上参展规模更大，约4.8万家企
业上传展品约 375万件，分别比上届增
长60%和50%，均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第136届广交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陈慧

玲 王娅 刘雪晴）“今天瞻仰了第一次全

国劳动大会旧址，重温了这段党领导中

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更激励了湾区青年

自觉承担起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近

日，香港青年叶莹慧在广州参加“英雄花

开英雄城·红色工运之旅”活动后表示。

位于广州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

址，联动全国总工会旧址、省港罢工委员

会旧址，沿珠江两岸开发全国首条水上

“红色工运之旅”主题航线等系列活动，

吸引了全国各地 5000多名职工参加。

这是广东工会创新产业工人思想政

治工作、精选示范点激发新时代工会思

政阵地新活力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

到，2023 年以来，广东省总工会进一步

挖掘整理广东红色工运的“历史课本”，

打造工会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时代

课堂”，构筑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听党话跟

党走的精神家园。同时，以设施完善、内

容丰富、制度健全、公益导向、示范效应

为标准，在全省选树发布 25个产业工人

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

25个示范点共分为 4类。其中，革命

传统教育类示范点包括与中国革命及工人

运动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碑、

纪念地等，如位于广州的全国总工会旧址、

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等；特色展览馆类示

范点包括能展示产业工人奋斗史，充分体

现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工运

史展馆、劳模工匠展馆、特色文化展示馆

等；产业发展成就类示范点包括各类能展

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及科技

创新等成果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标志性

建筑等；基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

类示范点，包括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创

新，探索形成特色品牌或创新做法，并具有

较强的示范效应的企事业单位。

据悉，广东省总对每个示范点给予

一次性 20万元的经费补助，鼓励各示范

点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支持示范点以数

字化手段建立跨地域、跨领域联展网络，

让广大职工群众足不出户即可 3D 全景

参观，把“大学习”的课堂搬到工厂车间、

生产一线、职工身边。

此外，广东省总还探索构建“示范

点－社区－县域”圈层式产业工人思政工

作阵地，着力打造直面产业工人的“十五分

钟思政工作圈层”，高水平规划建设一批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网络体系，切实打

通产业工人思想引领的“最后一公里”。

广东选树25个产业工人思政工作示范点
对每个示范点给予 20万元补助，鼓励向社会免费开放

本报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郝赫）全国工

会系统今天召开“人民工匠”许振超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学习宣传许振超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

格，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

励广大职工群众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徐留平出席报告会。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许振超被颁授

“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许振超是青

岛前湾集装箱码头公司高级经理、桥吊专家，

数 十 年 扎 根 一 线 ，带 领 团 队 积 极 开 展 技 术 攻

关、填补技术空白，9 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

录，创造了“振超效率”，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等荣誉。

“辛勤劳动才是人间正道”“技术上要有自

己的杀手锏，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不是中国

码头工人的选项”……报告会上，许振超以《我

走过的工匠路》为题，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他在

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故事，分享了他从普通码

头工人到“金牌工人”、再到成为“人民工匠”的

光荣历程，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爱国心、创

造力，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的实践内涵，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思政课，

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中国航发沈阳

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洪家

光代表全国劳模工匠发出向许振超同志学习

的倡议，号召广大职工争做坚定践行“两个维

护 ”的 排 头 兵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主 力 军 、弘

扬 新 时 代 工 匠 精 神 的 先 行 者 ，积 极 投 身 强 国

建 设 的 火 热 实 践 ，为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贡 献

力量。

会 议 指 出 ，各 级 工 会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深 化 产 业 工 人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实 施 职 工 群 众 思 想 政 治 引 领 建 设

工 程 ，团 结 动 员 广 大 职 工 积 极 投 身 经 济 建 设

主 战 场 ，切 实 发 挥 主 力 军 作 用 。 希 望 广 大 职

工 学 习 许 振 超 同 志 忠 诚 执 着 朴 实 的 优 秀 品

格，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强国之志、锤炼强国之技、勇建强国之功。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璐主持报告会。李金英、朱建平、金善文、邹震、

王娇萍、张新武、潘健等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各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总工会、各全国产业工会、全总各部门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劳模工匠

代表等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聆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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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5日电 （记者朱欣）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第六期中巴青年

职工“互学互鉴”研讨营今天在京开营。本

期研讨营迎来巴基斯坦投资委员会以及巴

基斯坦相关部委、地方政府、工商业联合

会、高校、企业的优秀青年职工代表参加。

本期研讨营是 2023 年中华全国总

工会与巴投资委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双

方首次合作举办的双边交流活动，致力

于扩大两国职工交流范围，拓宽两国务

实合作领域，推动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

级版”。研讨营为期 5天，29位来自巴基

斯坦的青年职工代表将参加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工

会工作等为主题的讲座；赴四川成都参

观自贸区和通威集团，参加现场教学和

座谈研讨等。研讨营将通过丰富多样的

活动，帮助巴基斯坦青年职工深入了

解中国，感知中国发展密码，为推进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贡献力量。

多年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参

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沿线

国家工会和职工交流合作。研讨营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巴基斯坦有关部委

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加强中巴职工

交流的重要载体，自 2016 年至今近

190名巴基斯坦青年职工代表参加，成

为“一带一路”职工人文交流的品牌，

被誉为中巴经济走廊的“软联通”。中

华全国总工会将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及巴基斯坦有关方面加强合

作，围绕两国职工关切，创新内容和形

式，在做强研讨营品牌的同时，进一步

深化产业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第六期中巴青年职工“互学互鉴”研讨营开营

本报记者 徐新星

“当我们得知南杰平措骑马上学时，

觉得他是一股清流，奔赴山海，那样美

好，那么让人感动。不过，他舅舅给班主

任发来他雪中骑马的照片，仿佛一个烙

印，又让大家久久难以释怀。”近日，在西

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九年一贯制学

校，王绍俊老师向记者分享了几个“被需

要”“被温暖”的故事。

札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地处西藏西

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脉之间，

其中札达县完全小学创办于 1985 年，札

达县中学创办于 1995年，2003年两校合

并后命名为札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

从仅有几名学生到目前的 633 名各

民族学生汇聚一校，民族团结之花在象

泉河畔的这所学校盛开。

2015 年 3 月，王绍俊通过大学生支

教平台赶赴离老家河南 2000 多公里外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

克自治县，第一次踏上三尺讲台。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学

校办公楼门口的这副对联让他记忆深

刻，“自此我在心里种下一颗耕耘教育行

业的种子。”王绍俊说。

2017年 12月，王绍俊通过人才引进

政策来到西藏。第一次踏上高原的他，

被广袤的大地、肃然的高原、淳朴的民风

深深震撼和吸引。

“教育工作不仅要有激情和智慧，

还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赢得起

挑战。”平时，王绍俊除了教好音乐等课

程，还与其他老师“一对一”给予每个困

难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帮扶，成为

“第二家长”。

校长加措告诉记者，西藏由于海拔

高、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分散等原因，农

牧区的孩子上学非常不便，分散办学难

以保证质量，为保障孩子们享有高质量

教育资源，自治区探索建立“寄宿+走读”

学校，解决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和家庭

照顾难等问题，努力实现“一个不能少”。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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