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造 四 个 品 牌

提 升 两 个 覆 盖 面

不 久 前 ，市 总 工 会“ 智 慧 工 会 ”

平台向全市近 5 万名的哥的姐发布

“ 新 业 态 医 疗 互 助 报 销 ”通 知 短 信 ，

引起轰动效应，平台热线打爆，微信

工 作 群 刷 爆 。 2023 年 ，市 总 工 会 首

次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新业态

医疗互助福利，当年，22 名的哥的姐

报销医疗费 5 万余元。大家纷纷表

示 ，工 会 真 是 为 大 家 办 好 事 、办 实

事，是我们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物流

货 运 、快 递 外 卖 配 送 、家 政 服 务 、母

婴 护 理 等 行 业 的 快 速 发 展 ，我 市 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数日益增多。市总

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省总工会

的 工 作 部 署 ，把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入会工作作为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

全 的 大 事 来 抓 ，推 动 入 会 和 服 务 工

作实现“双提升”。

夜晚的太原工人文化宫广场，优美的旋律回荡、激昂的音乐鼓舞人心。在这里举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

党走 团结奋斗新征程”2024 年太原市职工广场文艺演出为全市职工送上了文化大餐。

太 原 工 人 文 化 宫 是 全 国 首 批 示 范 工 人 文 化 宫 ，是 省 、市 重 要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活 动 的 主 要 场 所 ，也 是 我 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和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省城百万职工的精神生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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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原 宝 藏 地 职 工 新 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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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焕新 夯实职工服务阵地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化宫。”年逾九旬的李晋文
是工人文化宫原副主任，也是太原工人文化宫修建筹备
组工作人员，当年他拿着建筑图纸去党中央，请国家领导
人为太原工人文化宫题词。1958 年投入使用时，他倍感
激动。

然而，历经 60 余年的使用，太原工人文化宫既有建
筑主体结构已不符合现行公共建筑规范，主楼主体结构
老化变形，屋顶裂缝漏水，外立面墙皮脱落，直接影响
建筑的整体保护。2015年，建筑局部被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鉴定为危房。同时，现有建筑功能及周边环境景观均
难以展现新时代省会城市形象，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020 年 7 月，市总工会顺应时代要求和职工期盼，
启动了太原工人文化宫大修扩建工程。经过一年多的连
续奋战，次年 9月，工程圆满完成并投入使用。此次改造
对整体建筑实行保护性、扩容性加固修复和提质更新，保

留恢复历史建筑文脉，还原庄重典雅的历史风貌。
修缮一新的太原工人文化宫，整体面积由 15000 平

方米增加到 33159.32 平方米，大剧场座位由 840 个增加
到 1234 个，增添了先进的升降舞台和灯光音响等设施设
备，达到国家甲级剧场设计标准；新建音乐厅、贵宾室、多
功能展厅和声乐、器乐、舞蹈、戏曲活动场馆等共计 18个。

太原工人文化宫主楼经过大修改造，每年可接待职
工百万人次，已成为全国领先的职工文化活动阵地、全市
一流的会展中心和最大的市民文化休闲广场，在我市职
工队伍建设、文明城市建设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聚焦主业 打造“工”字文化品牌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太原
工人文化宫二楼排练厅，太原工人文化宫民族管弦乐团
正在排练曲目。排练休息时间，乐团指挥感慨地说：“多
年来，经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排练室发愁，现在翻新的文化
宫不仅环境好，而且音响效果一流。在这里排练，大家的
演奏水平都明显提高了。”

焕然一新的太原工人文化宫聚焦主业，创新运营机
制，新时代“职工的学校和乐园”作用更加彰显。

太原工人文化宫把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充分利用
阵地优势，全力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激发广大职工
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依托高品质文化阵地，打造“工”字职工文化特色品
牌。采取“筑巢引凤”的方式，积极与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艺术团体和专业人才进行交流合作，不断强化专业人才
和团队的培养建设，更好推进职工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发挥文化宫人才优势，以内部专业技术人员为骨干，
组织省城职工文体活动爱好者，成立 9 个合唱团、9 个乐
团、2 个舞蹈团、2 个模特队以及晋剧艺术团共 23 个艺术
团体，常年深入基层为职工演出，参加全国和各省市比
赛，原创作品《清秋》《麦场欢歌》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创作
一等奖、表演一等奖。

扎实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系列活动，太原工人
文化宫精心组织全市职工文艺晚会、歌咏比赛、书画展
等，高标准承办第六届“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微影
视大赛。率先在全省推广和普及全健排舞，为基层培训

教师 5000多名，累计参与人数近 80 万人次，太原工人文
化宫全健排舞队在“全国亿万职工首届全健排舞大赛”中
获得七项大奖。

注重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现有合唱、器乐、舞
蹈、声乐、书法等专业技术人员占全体职工的 70%，着力
打造“南宫公益课堂”，叫响“南宫培训”品牌。公益课程
和培训覆盖书法、绘画、声乐、器乐、舞蹈、健身等，通过不
同层次的培训，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两
年来，共举办各类培训 172期，参与职工 5万余人次。

开门办宫 服务社会蹚出新路

坚持“推倒围墙办文化”。为更好地推进职工文化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太原工人文化宫深入贯彻落实全总《关
于坚持公益性服务性方向 推进职工服务阵地社会化市
场化运作的意见》，积极探索和尝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职工服务阵地管理运行和服务职工的新模式，取得初步
成效。

太原工人文化宫以“宫企联合、宫校联合、宫宫联合”
为抓手，积极整合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宫的建设和发
展，强强联合铸精品，以精品文化来带动和普及大众文化
的繁荣发展，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加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
品，实现职工服务阵地“天天有培训、周周有演出、月月
有比赛”。

太原工人文化宫与太原市文旅局等单位合作推出
“惠民演出”活动，每年演出达 100余场，通过市总工会普
惠享受免费票或 30 元优惠票，惠及职工 10 万余人，成为
省城常态化惠民演出的标志品牌；与山西交响乐团、山西
省曲艺团联合举办话剧戏曲、曲艺相声、儿童剧展演、音
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年服务职工达 50 万人次；
与山西出版集团合作，打造全国一流的“职工书屋”“新
华南宫书店”；引进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太原市围棋协
会、太原市乒乓球协会、省市合唱协会、太原市杨氏太极
拳等入驻。

充分利用协会资源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举办了围
棋、乒乓球、声乐、合唱、曲艺等文化培训，定期开展公益
讲座和比赛，在聚拢人气的同时，逐步培养协会文化圈，
助力文化宫事业发展，努力把太原工人文化宫打造为服
务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家园。 记者 李俊华

如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工会组织
的覆盖范围，使他们更好感受到“娘家人”的
温暖，团结引领他们听党话跟党走，是市总工
会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对此，市总工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创新举措、探索模式、打造品牌、提质增
效，大力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履行工
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促进平台经济、新业态
行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工作中，市总工会以扩大工会组织覆盖
面和提高职工入会率为目标，通过开展百人
以上企业建会全覆盖攻坚行动，组建工会联
合会、区域联合工会等，把全市货车司机、网
约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
保安员、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吸收到
工会组织中，让他们感受到工会组织“家”的
温暖，在工会团结引领下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以“六比双争活动”为
主题，大力开展创建“新时代职工之家”活动，
认真按照《太原市总工会关于大力开展“六比
双争活动”创建“新时代职工之家”的实施方
案》部署，积极开展创建具有工会特色的“新
时代职工之家”活动。

目前，新业态行业已建成 10 个“新时代
职工之家”。

以建强工作领导机构、联合职能部门共同推进
工作、发挥基层工会主观能动性作用为抓手，市总工
会为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注入强劲动力。

市总工会成立了由主席为组长、常务副主席及
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工会组建工作领导组，各县
（市、区）、综改区总工会也都层层建立组建工作领
导机构，加强对工会组建工作的领导。多方联动瞄
准提升组织覆盖面这个目标，主动协调公安、交通、
人社、邮管、商务等部门力量，协同推进新业态企业
建会入会工作，形成全市一盘棋的强大合力。

鼓励县区工会创新工作，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相对集中的所属社区、工业园区、区域行业等开
展基层工会的组建、职工入会和服务职工工作，每
年给予专项工作经费补助。

同时，努力打造 4 个品牌，增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对工会的认同。
积极创新工会宣传方式路径，打造先进思想

文化宣传品牌；持续开展“聚焦‘六新’助力转型”
职业技能竞赛，选树晋阳工匠，打造职工劳动技能
提升品牌；整合社会资源，规划一批集文化娱乐、
读书学习、体育锻炼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性的

“新时代职工之家”，加大工会爱心驿站、职工书
屋、妈咪小屋、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阵地建设力
度，打造服务职工阵地品牌；广泛开展以“送思想
文化”“送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爱”

“送法律服务”“送技能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六送”
关爱服务，打造关爱职工品牌。

通过这 4 个品牌的打造，将服务职工工作落
到实处，创新服务方式，持续扩大工会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不稳定、流动性
大、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市总工会推出组建工会
的 5 条路径，最大限度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
到工会中来。

协调政府部门，在人员相对密集企业“集中
建”。对从业人员集中的保安员，依托市保安服务
总公司单独成立了工会。积极协调太原市交通运
输局，成立巡游网约车工会联合会，让 4 万余名巡
游网约车司机有了“娘家”。

依托园区工会，发动标杆企业“牵头建”。指
导山西省综改示范区阳曲产业园区开展司机群
体入会示范工作，目前该园区入驻的货运、物流
等企业工会组建率已达 95%。成立太原市物流
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5 万余名货车司机有了“娘
家 ”。 指 导 外 卖 配 送 企 业 成 立 工 会 ，吸 收 会 员
2300 余名。

成 立 行 业 联 合 工 会 ，指 导 行 业 企 业“ 特 色
建”。市总工会先后成立了太原市家政服务行业
工会联合会、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等行业工

会，积极开展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专项攻坚行动，积
极推进法人单位、新就业群体建会入会工作。

组织县区及产业工会，条块结合“覆盖建”。
“条”即依托工交建、财贸和教科文卫体 3个市级产
业工会，以成立相关行业工会联合会为平台；“块”
即以属地化入会为原则，各县（市、区）总工会通过

“网格化”摸排，不断划小建会范围，排除覆盖盲点。
搭建新就业网上工会，手机扫码“线上建”。

市总工会深入到爱心驿站、快递配送站等新业态劳
动者相对聚集的场所，发放宣传资料，就地答疑解
惑，依托工会手机 App 扫码入会。短短 1个月，增
加入会人数近 2万人。截至目前，全市超过 12万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覆盖企业 630家。

把职工请进“家”后，市总工会还将不断提升广
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让职工感受
到“家”的温暖、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引领广大职
工群众为推进太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李俊华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畅 通 五 条 路 径

工人文化宫有各种展览。图为“丰碑——纪念太原解放 75 周
年红色印记”民间藏品展 邓寅明 摄

工人文化宫有各种演出。图为现代晋剧《圪梁梁上》
张昊宇 摄

新华南宫书店 韩双喜 摄

太原市巡游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企业成立工会组织

“三八”妇女节，太原市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慰问女司机

出租车企业工会举办活动

2023 年 太 原 市 职 工 广 场 文 艺 演 出 在 太 原 工 人 文 化 宫
广 场 上 演 张昊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