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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山东省能源工会通过搭建 4 级竞赛体系、打通职工成长通道、实施群众性创新创

效活动等举措，持续深化“产改”，为全省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本报记者 马学礼 李静楠

“过去一段时间，我身体上的痛苦、治疗

过程的艰辛以及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使我和

家人疲惫不堪，深感无助与迷茫。在最艰难

的时候，工会如同一盏明灯，带给我温暖和希

望。”1 月 11 日，在接受宁夏工会新一年的送

温暖行动资助后，杨冰旭的母亲把一封饱含

感激之情的信件递交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

会工作人员手中。

杨冰旭今年 34 岁，2014 年，他被确诊患

有庞贝氏症（一种罕见病）。这是一种累及全

身系统的进行性、致残性、致命性的疾病，患

者需每两周用一次特效药，且需终生用药。

该特效药非常昂贵，按照杨冰旭的病情计算，

年药费高达约 200万元。

由于无法承担高昂的药费，杨冰旭在确

诊后的最初几年，只能服用其他辅助药物，这

导致他的病情加速恶化。2021 年，他的肌肉

严重萎缩，肺功能持续下降，躺下后必须借助

呼吸机，这时，他才不得不用上特效药。为了

减轻经济负担，他的用药剂量只是常规剂量

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一年的自费药费用依

然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2022 年 8 月，杨冰旭的父亲杨维仁所在

单位工会了解到他们一家的困境后，对他们

实施了帮扶，同时帮助杨维仁向宁夏回族自

治区总工会申请职工困难援助。自治区总工

会接到申请后，立即派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全

面了解他们一家的实际生活状况，并在短时

间内完成对杨维仁的建档工作，将其核定为

深度医疗类困难职工。

2022 年至 2024 年，自治区总工会对杨维

仁的家庭持续给予关怀，累计提供 7.6万余元

的帮扶资金。为帮助他们减轻负担，自治区

总工会还积极与杨冰旭服用特效药的厂商协

商降低药价。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 2024 年

初，说服药剂厂商将每支药剂的价格从 5480
元降至 4880元。

据自治区总工会工作人员介绍，2024 年

初，工会在送温暖活动中再次对杨维仁进行

入户走访时，发现他们仍面临很大的经济压

力，于是依托京东健康罕见病关爱基金项目，

为杨维仁一家申报了 2024 年困难职工帮扶

“特种病药品供给类项目”。自治区总工会共

拨付 5万元有关项目资金，并与宁夏人民医院

签订协议，将这 5万元拨付到医院执行。京东

健康罕见病关爱基金项目配捐的 15万元则直

接发放到了他本人的账户。

“工会工作人员的每一次探望、每一句问

候、每一次帮助，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杨

冰旭在感谢信中讲述了多年来对工会帮扶的

所思所感，“正是这一次次的关怀和鼓励，才

给了我战胜病魔与困难的勇气和力量，重新

燃起我对生活的信心。”

今年，在自治区总工会送温暖行动期

间，银川市总工会通过走访慰问了解到杨冰

旭的情况后，立刻为他送去 5 万元慰问金及

慰问品，西夏区总工会也送去 3 万元慰问金

及慰问品。同时，银川市总还承诺为杨冰旭

家承担 2025 年水、电、采暖费（50%）、燃气

费、物业费等生活支出费用。“工会将持续关

注杨冰旭的情况，联合其他单位和爱心企业

为他提供帮助，帮他渡过难关。”银川市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2024 年，自治区总工会共投入

4409.768 万元用于实施职工困难项目化帮

扶，秉持“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的原则，通过

“看、问、听、查、录”的全方位摸排方式，精准

掌握职工的急难愁盼问题。针对摸排出的子

女助学类、医疗类、生活类困难职工，按照深

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困难职工 3
个层次实施分层梯度帮扶，全年共帮助 49589
名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宁夏工会持续资助关爱一名罕见病职工患者家庭，还帮职工与药厂协商降低药价——

“在最艰难的时候，工会带给我温暖和希望”
2025年两节“工会送温暖行动”G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我们自主研发的‘基于 AI 智能协同控

制的锅炉智慧燃烧系统’在公司#3、#5 炉实

施，仅 2023 年就节约燃料费 2229 万元，年减

排二氧化碳 6 万余吨。”2024 年底，国家能源

菏泽发电有限公司刘龙创新创效工作室在山

东省级创新工作室竞赛中脱颖而出，谈及工

作室取得的成效时，刘龙自豪地说。

山东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近年来，

山东省能源工会聚焦培养和发展能源行业新

质生产力，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着力

培育符合新发展要求的工匠人才和技术工人

队伍，多举措引导推动能源产业职工由“工”

变“匠”、向“新”发力，为山东能源行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赛训结合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我是一名从事海上风电运维的职工，通

过参加技能竞赛，我不仅实现了业务技能提

升，还能与不同地域间行业人才交流经验，激

发了爱岗敬业、建功立业的热情。”国家电投

集团山东海洋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职工彭光远

说。2024 年，他荣获黄渤海海上风电运维技

能竞赛第一名。

据了解，山东省能源工会大力开展多形

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搭建国家级、省级、

行业级和企业 4 级竞赛体系，以赛促训、赛

训结合，提升职工技能水平。2024 年，先后

举办、承办全国首届矿山钻探（应急救援）

技能竞赛、全国工会系统首次核电安全技

能竞赛、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应急管理和执法技能竞赛、全省能

源行业网络安全竞赛等，一批高技能水平

职工脱颖而出。

为助力产业工人由“工”变“匠”，山东省

能源工会规划了“1+5+N”能源工匠学院建设

布局，即以国网技术学院为能源工匠学院主

阵地，建设煤炭、发电、核电、风电、油气 5个特

色工匠学院和 N 个专业分院布局，积极推进

全省能源工匠学院建设。依托山东能源工匠

学院开展“未来工匠”培育计划，促进青年职

工接续成长。目前，全省能源行业已培育各

级各类工匠人才 5000余名。

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近年来，山东省能源工会指导各委员单

位坚持将工匠人才选树作为评价基层一线创

新型、技能型人才重要手段，开辟技能通道，

打破一线职工职业天花板，让多劳者多得、技

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2024 年 9 月，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推荐评选化工板块首席技能大师 1名、技能

大师（一级）2 名、技能大师（二级）13 名、技能

大师（三级）24名。

“获评山东省首席技师这一荣誉，给了我

追求更高目标的动力，也给从事能源化工的

人才带来了更大鼓励。”作为兖矿能源化工板

块唯一的首席技能大师，鲁南化工仪表计算

机班班长刘丹丹成了技术工人的榜样。

近年来，兖矿能源全面打通职工成长通

道，推行技能大师评级制度，累计评选技能大

师 204 名，其中首席技能大师 6 名，最高年薪

可达 70 万元。目前，兖矿能源共有特级技师

21名、高级技师 584名、技师和高级工 9000余

名，占拥有技能等级职工人数的 55.3%。

“金点子工程”激发创新创效活力

为强化全员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自主创

新力与核心竞争力，山东省能源工会广泛组

织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合理化建

议、网上练兵、“金点子工程”“五小”等群众性

创新创效活动。2024 年以来，引导各企业投

入近千万元，先后培育省级全员创新企业 40
余家，打造兖矿能源高兴亮、谢翠红和义桥煤

矿张超晨等职工领军的省、市级创新工作室

100余个，获国家、省部级奖 200余项。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翟镇煤矿职工针对设

备的功能和性能参数创新研制电气综合维修

试验装置，仅需接通 220V 电源，即可实现多

种试验电源、电烙铁、三相同步测试及宽电压

大电流直流电源功能，解决了维修变频器时

所需低电压、大电流直流电源的问题，年创效

可达 20余万元。

“2024 年，全省能源行业实施‘金点子工

程’近千项，取得技术创新项目 800余个，取得

国家各项专利 900多项，创造经济效益数亿余

元。”山东省能源工会主席吴晓瑞说。

山东省能源工会持续深化“产改”，培育壮大工匠人才和技术工人队伍——

职工由“工”变“匠”的背后

本报讯 （记者王鑫 方大丰 通讯员罗

晓芳）1 月 13 日，湖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据悉，作为湖南

省总工会和长沙理工大学联合共建的科研

平台，该研究院将聚焦推动深化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开展“产改”

理论研究、智库服务、学术交流、人才培育

等相关工作。

揭牌仪式上，湖南省总和长沙理工大学

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未来 5 年，双方

将支持研究院每年就 2 项～3 项“产改”重点

任务设立专项课题，推出一批理论与实践

结合紧密、针对性与指导性强的理论研究

成果；围绕新时代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建功

立业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面梳理、分析、研

究湖南省“产改”推进情况，每年编撰出版 1
本有关湖南“产改”的蓝皮书；紧扣湖南产

业发展需求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际，编

制《湖南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十

五五”规划》。

同时，双方还将支持研究院探索产学研

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新方法，每年组织 100
名以上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赴企业实地研

习，支持 100 名以上重点产业链技术骨干到

长沙理工大学培训深造，聘请大国工匠、技

能大师、湖湘工匠、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技

术骨干等高技能人才为参训人员授课。

湖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院成立

工会与高校共建科研平台推进“产改”

本报讯 （记者刘友婷）记者日前获悉，今

年元旦春节期间，广东省深圳市工会围绕困

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

以及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

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和艰苦岗位

职工，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两节”期间，深圳各级工会将筹集资金

发放消费帮扶惠工券、景点门票、电影票等形

式多样的慰问券包，开展留深过年、游园猜

谜、年夜饭、送春联等节日关爱慰问活动。各

级工会持续开放工会驿站服务，发挥 24 小时

工会驿站和智能化驿站作用，确保工会驿站

以及司机之家在节日期间服务不打烊，为长

途司机、返乡职工提供饮水、热饭、应急药品、

休息等便捷服务。

据悉，“两节”期间，深圳各级工会将筹集

款物约 3823.18 万元，走访慰问企业超 2900
家、各类职工约 28.96万人次。

深圳工会大力度开展节日关爱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刘智颖）日前，一幕堪比大

型“追星”的火爆场面出现在江西省南昌市外国语学校。被

一群学生追捧的 3 个人分别是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钳工

特级技师刘辉、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杨辉利、

南昌印钞有限公司胶凹制作技师彭长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洪城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

这是南昌市总工会“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中的生动一

幕。南昌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充分发挥广大劳模工

匠以及各行各业先进人物的榜样引领作用，近年来，市总探索

实施“四小四大”工作法，推进“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使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市中小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据了解，南昌市总以“小机制”谋划“大格局”，逐步建立工

会与教育局牵头负责、劳模协会主动参加、中小学校积极参

与、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市总

遴选 35 名劳模工匠、“最美职工”，组建“洪城劳模工匠宣讲

团”，为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提供菜单式精准服务。据

统计，近两年，南昌市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 103场。

南昌市总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市总指导各级工会

和学校有针对性地制定活动方案，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潜移默化传播“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理念。

南昌市总以“小阵地”掀起“大热潮”，组织中小学生走进

企业、走进劳模工匠生产场地，参与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式的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市掀起了一波劳动研学热潮。

此外，南昌市总还以“小投入”实现“大提升”，2024年，市总下

拨32.99万元专项补助，推动“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提质增效。

南昌市总深入推进“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

组建宣讲团开展菜单式服务

1月 15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传化
公路港司机驿站，货车司机家属、户外工作
者一起包水饺、品年味。

当日，长兴县总工会、长兴综合物流园
区物流企业联合工会共同组织举办“情暖
冬日 共迎新春”活动，50 余名货车司机、
户外工作者齐聚长兴传化公路港司机驿
站，动手制作手工水饺，共享新年味道，并
参与幸运滚滚来、好运投壶等互动游戏，
现场温情涌动，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喜迎新
春佳节。

本报通讯员 谭云俸 摄

情暖冬日

共迎新春

本报北京1月15日电 （记者朱欣）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

会获悉，全国职工文体示范活动、2024年度“中国梦·劳动美”

全国职工线上健身运动系列活动目前圆满结束，共吸引 14万

余家单位、731.1万名职工参加，累计超 13.7亿人次打卡。

活动自 2024 年 1 月在全国职工线上健身运动平台（趣

动 willgo）启动，共举办第三届全国职工线上运动会 1 场、省

级分站赛 25 站（38 场）、单项赛事 101 场，赛况同步在“职工

之家”APP 展示。

按照《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

工线上健身运动系列活动的通知》要求，活动最终评选出“全

国职工线上健身运动系列活动卓越组织奖”5 家，包括北京、

河北、江西、广东、重庆等省（市）总工会；评选出“全国职工线

上健身运动分站赛优秀组织奖”7 家，包括河南、湖南、广西、

贵州、云南等省（区）总工会，以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第三届线上运动会期间完成 61 天

打卡的职工，颁发“个人完赛奖”电子证书。

2025 年，全总宣教部将持续强化数智赋能，继续举办全

国职工线上健身运动系列活动，开发更多职工喜爱、易做易练

的线上运动，共同营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

文化。

2024年全国职工线上健身
运动系列活动成绩发布

本报讯 （记者康劲 通讯员白刘黎）近日，甘肃省总工会

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通过共享共建“工会驿站·骑手之家”等活动，加快推动智

慧工会驿站的建设发展。签约仪式上，双方聚焦全省“结对帮

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就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开展全省数字

工会建设、做好职工关心关爱工作、践行为民办实事工作 4项

内容达成合作协议。

协议提出，原则上甘肃省每个市州或县区至少建设 1个“工

会驿站·骑手之家”标杆点，优先考虑广场、主干道等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聚集区域，通过增设换电柜、充电桩等基础服务设施，

扩展驿站服务功能，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出租车司机、公交

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提供安全、便捷的换充电服务，将其打造

成骑手和司机的“充电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暖心屋”。

同时，依托甘肃铁塔站址资源优势和平台服务能力优势，

协议双方以数字工会建设为切入点，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共同探索将工会的传统

工作方式进行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实现工会工作数智化。

据介绍，近年来，甘肃省总全力推进工会驿站可视化、智

能化建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提升。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承担着全省通信

基础设施及省级重点项目的建设，高度重视和支持工会工作。

甘肃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毅表示，战略合作

框架的签署有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加快推动甘肃

智慧工会驿站的建设发展，增强工会驿站的服务功能，提升工

会服务职工群众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甘肃工会与中国铁塔甘肃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共享资源推动智慧工会驿站建设

1月15日，参赛选手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进行冰雕
创作。

当日，黑龙江省首届冰雕职业技能竞赛在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正式开赛，18支代表队的50多位冰雕选手冰城秀技，吸
引众多游客关注。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冰雕选手展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