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榜 样 引 领“ 加 油 站 ”

技 能 提 升“ 竞 技 场 ”

用 最 短 的 时 间 ，高 质 量 完 成 热 力

管道安装；根据小区热负荷、热指标计

算 出 热 力 站 出 口 总 流 量 ；通 过 仪 表 计

算 压 差 ，判 断 除 污 器 是 否 堵 塞 …… 在

太 原 市 供 热 行 业 职 工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上，选手们争先恐后，展开一场“温暖”

的 较 量 。 今 年 8 月 以 来 ，太 原 市 总 工

会已启动热力行业、数字经济行业、民

营 医 疗 行 业 等 多 场 职 工 职 业 技 能 大

赛，让广大职工在竞赛中切磋技艺、提

高技能。

市 总 工 会 坚 持 多 方 协 同 、多 措 并

举、多维推进，通过举办劳动和技能大

赛、开办职工夜校、培育职工（劳模、工

匠）创新工作室等途径，聚焦产改重点

内容，着力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素质，为

我 市 深 化 全 方 位 转 型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保障。

爱心驿站，遮风挡雨暖人心；健康驿站，贴心呵护送安康；24 小时驿站，全天守候更方便。加大驿站建设力度，丰

富驿站服务内容，工会驿站已成为市总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的“亮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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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山西时强调，要
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
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

积极搭建市级、行业（系统）、企业三级纵
向竞赛平台。我市连续 4 年开展百万职工“聚
焦‘六新’助力转型”技能竞赛，聚焦先进制造
业、安全生产、民生等领域，突出 5G 网络、智能
制造等新型产业，涵盖数据标注师、无人机装
调检修工、数字设计与制造、人工智能训练师
等 70余个“六新”工种，囊括物流、快递、网约配
送等新业态劳动者技能竞赛，覆盖 130 多个行
业、2500 余家企事业单位，参与人数达 270 余
万人次。

努力构建企业练兵、行业比武、区域竞赛、
综合性大赛的递进式竞赛体系。各赛区通过
集中培训、脱岗训练等不同形式的选拔赛，组
织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参加全市、全省、全国
以及行业（系统）各类技能比赛。在今年举行
的山西省第八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中，我
市组队参加了全部 6 个工种的比赛，获得了 4

个团体第一、两个团体第三的历史最好成绩。
持续推动企业开展技术比武、技术交流等

创新活动。太钢集团连续 44 年组织职工进行
技术比武，2023 年共有 4585 人参加 26 个工种
的比赛，形成“六位一体”竞赛组织模式；太重
集团持续开展以“精技赋能·匠心智造”为主题
的岗位练兵、“师徒传艺”传授绝招活动、“花开
满园”技能宣讲活动，形成太重特色的“技能提
升季”职工成长品牌。

全国技术能手王永晶，被誉为中国重型机械
行业“大工匠”，参加工作以来，维修设备故障近
3000 次，负责过 20 余项重点设备的大修及改造
工作，修复各类进口伺服放大器、交流伺服电机、
液晶手持单元百余次，为企业节约资金 2000 万
元以上。

近年来，市总工会通过选树典型，明确加强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鲜明导向，培育梯队化的
工匠人才，形成“培训练兵、技术比武、选拔命名、
表彰激励”四位一体的工匠选树模式。出台《太
原市“晋阳工匠”选树及管理办法》，对具有工艺
专长、掌握高超技能，并在本领域、行业内具有较
高公认度和示范引领作用的产业工人代表选树
为“晋阳工匠”。

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助力技能人才地位提高。
通过技能竞赛，累计为 2153人记功奖励。开展“五

小 ”等 群 众 性 创 新 活 动 ，为 获 奖 项 目 分 别 发 放
5000 元、3000 元、1000 元奖励，在促进企业发展
的同时让职工受益，不断增强职工获得感。一批
突出的劳模工匠成为各界代表，如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樊志勤当选中国工会十八大代表，在企业享
受正处级待遇；全国劳模董林，被选为市总兼职副
主席；三晋工匠刘智勇，成为公司副总兼总工程师。

“劳动模范身上凝练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精神品质；工匠身上凝练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的强劲内核，劳模工匠人才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中坚力量。”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将充分
发挥劳模工匠人才在实践中的示范引领和骨干
带头作用，使他们的创新才智充分涌流，不断夯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人才基础。

搭“桥”又“铺”路，服务千万家。走进太原市
红马甲职业培训学校，培训讲师正在为学员们介
绍母婴护理、育婴常识以及家具收纳整理的常
识。近年来，太原市红马甲职业培训学校与市总
干校联合开展多期新时期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技能培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经验丰
富、技术过硬的家政学员。

产业振兴，人才先行，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太原市总工会整合现
有资源，打造出“工匠学院+实训基地+智创空间+

创新工作室+网上培训+线下竞赛”六位一体的人
才培育模式，为更多的技能人才切磋技艺、交流技
术搭建平台，全面激发技能人才的动力活力。

培育 240个市级创新工作室、20个“六新”职
工创新工作室，推荐申报 3 个国家级创新工作
室、82 个省级创新工作室，为技能人才搭建起了
提高素质、施展本领的广阔平台。同时优化创新
工作室“名师带徒”模式，由“一师多徒”转化为

“多师多徒”，由“单工种带徒”拓展为“多工种带

徒”，提高“传帮带”水平和人才培养效率。
成立 4 个新时代晋阳工匠学院和 13 个新时

代职工实训基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教
学、技术交流、技术比武活动，切实把工匠学院、
实训基地建成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大课堂”和
展示才干的“大舞台”。2023 年共完成职业技能
培训 2.42万人，其中企业职工完成 1.7万人，新增
技能人才 1.24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6129人。

遵循“强技能、拓才艺、提修养、育匠心”的理
念创办职工夜校，通过“让专家讲理论、让劳模讲
技能、让职工讲经验”的授课模式，开展有针对性
的培训。首批授牌太原工人文化宫、太原市总工
会干部学校、西山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3 个职工夜
校点，开设护理、收纳、无人机操作、插花、烘焙、
云计算、信息安全、矿山救护等 20余种课程。

通过持续性的人才培育行动，真正实现“政
府有作为、工会有担当、企业有发展、人才有收获”
的良性互动，共同搭建起太原技能人才成长的“大
舞台”。 记者 李俊华 通讯员 杜晨媛

人 才 成 长“ 大 舞 台 ”

第五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山西选拔赛比赛现场 米国伟 摄

太原市第十三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比赛 李俊华 摄

太原市第二届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 李俊华 摄

太原市供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现场 李俊华 摄

温馨港湾

“我们每天从清徐来太原上班，除了工作，基本在驿
站休息，这里有热水喝，有微波炉热饭，还有充电器、书
报、应急用品……很方便。”对于环卫工程师傅来说，市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爱心驿站就像他的第二个家。

近年来，市总工会聚焦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需
求，坚持“工会组织、依托基层、整合资源、创新服务”原
则，在服务站点建、管、用 3 个环节上持续发力，全力推
进爱心驿站站点建设扩面提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工会累计投入 3000 余万元，
已建成工会爱心驿站 741 个，其中 209 个被命名为“省
级工会爱心驿站”，120 个被命名为“省政府民生实事
项 目 ——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37 个被全总确认为

“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通过科学选址，固定
站点和移动站点的合理互补，构建起了主城区 1 公里服
务半径、15 分钟步行可达、区域内户外劳动者交叉覆盖
的综合服务矩阵，成为太原工会工作的一张名片。

爱心驿站建设中，市总工会坚持共建共享的工作理
念，积极整合优质社会资源为我所用，依照“临街靠路、

向外辐射”“靠拢职工、向内聚心”的原则，建成了 10 种
类型的各具特色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包括“党群服
务阵地+爱心驿站”“服务职工综合体+爱心驿站”“商圈
企业+爱心驿站”等，较好地满足了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服
务需求。

同时，严把标准要求，强化质量提升，扎实推动站点
的规范化建设，形成品牌效应，将驿站分划分为 4 个等
级，实行分级管理，按级施建，并建立了升、降级和退出
机制，既保证了规模的扩大，也促进了站点质量的提升。

健康之家

8 月 16 日下午，市总工会与省人民医院、迎泽区解
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打造的职工健康驿站在解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挂牌。驿站建成后，由省人民医
院派出专家坐诊，职工群众可以享受社区医院的收费标
准和省级医院专家的优质服务。

这也是继坝陵桥社会卫生服务中心职工健康驿站、
下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工健康驿站之后，我市挂牌的
第三个职工健康驿站。今年 10 月前，我市将再建成两
个职工健康驿站。

近年来，市总工会深入实施“职工健康工程”，通过
建设职工健康驿站，开展“送健康下基层”等举措，完善
职工健康服务体系，营造关注职工健康、促进职工健康
的浓厚氛围。

市总工会以精准服务为指导，与省、市级三甲医院
携手合作，依托职工密集居住区域的社区卫生机构，共
同打造“职工健康驿站”，为职工提供日常生活保健、常
见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知识普及，开展慢性病、常
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诊疗服务，以及专业的心理关怀、健
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

为满足职工更深层次的诊断和治疗需求，驿站设立
了绿色通道，确保职工能够享受到更为便捷、高效、优质
的健康服务，开创了集公益性、服务性、专业性于一体的
职工健康工作新模式。目前，职工健康驿站已为职工提
供健康服务 3200余人次。

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介绍，市总工会还将通过网
络赋能，创新驱动，完善职工健康服务支撑体系。依托
市总工会智慧工会，与“健康山西”App 对接，开发集活
动发布、预约、线上问诊、健康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健康

服务平台，职工可通过该平台可享受免挂号费、诊疗费
优惠。该平台还将整合职工健康数据，为职工提供针对
性强、及时全面的健康干预建议。

“智享”守护

冬日清晨，负责五一大街清扫工作的环卫工韩彦文
完成清扫任务后，手已经冻得发僵。他扫码开门，进入
并州饭店东侧的无人值守数字化管理爱心驿站，打一杯
热水，在空调的吹拂下，感受浓浓暖意。

面对中心城区资源紧张与户外劳动者需求之间的
矛盾，以及服务时间短、扫码繁琐等问题，市总工会指导
迎泽区总工会创新利用停用的核酸采样亭，打造了 20

组全天候智能化工会驿站。
今年 1 月，由核酸采样亭改造的爱心驿站正式投入

使用，这也是我省首批无人值守数字化管理爱心驿站。
驿站配备有空调、微波炉、开水箱、医药箱、充电充气设
备、雨伞等，可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人员、巡游网约车
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全天候休息、热饭、打开水等服
务。首次使用驿站，只要用手机扫码，输入身份信息后
便完成登记。之后，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方便进入。驿站
采取数字化管理，24小时开放，可随时使用。

经过半年试运营，这些驿站日均服务超过 35 人次，
赢得了户外劳动者的广泛好评。

市总工会还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共建共享成果。与
市环卫中心合作共建，利用公厕管理间打造 41 个 24 小
时智能化驿站；对现有的驿站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通
过云储存、实时监控、人脸识别、态势感知、二维码验证
等技术实现智能管理，24小时开放。

无人值守的驿站通过监控设备全覆盖，工会远程监
测管理，确保服务动态实时感应，同时智能访客技术与
管理小程序并网，实现进站人员数据自动化管理。此
外，还配备了紧急呼叫按钮，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提供即
时帮助。

为进一步推进智能驿站建设进度，市总工会近日召
开了 2024 年智能化工会驿站建设工作推进会议，提出
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智能化驿站的建设步
伐；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使智能化工会驿站建设取得
实际成效；积极宣传推广，为智能化工会驿站的建设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记者 李俊华

驿站为环卫工人赠送饮用水 李俊华 摄

中石化爱心驿站 牛利敏 摄

快递小哥与驿站人员互动 李俊华 摄 驿站为交警赠送夏季用品 李俊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