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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 通讯员季
文雅报道 馥郁书香传万家，铿锵玫
瑰绽风华。近日，瑞安市总工会开展
2025年“玫瑰书香”女职工主题阅读
活动，50名基层女职工相聚一堂参加
本次活动。

“OH卡牌，又称心灵的镜子、行
走的沙盘，心理学上叫潜意识直觉
卡，是一种奇妙的心理投射测试工
具。”活动特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婚姻家庭咨询师李频蕾带来主题为
《遇见OH卡牌——遇见未知的自己》
的课程，引领大家走进OH卡牌的奇
妙世界。在互动环节，李频蕾老师引
导女职工分享自己选择的卡片以及
内心的感受，并通过倾听和理解，为

大家解读内心的情感、需求或愿望。
活动中，女职工们一起诵读《遇

见未知的自己》，大家敞开心扉、交流
体会，不同的视角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大家纷纷
表示，这场活动就像一场心灵的盛
宴，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
的宁静与自由，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
心和期待。

瑞安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玫瑰书香”阅读品牌是瑞安工会品
牌工作之一。接下来，将拓展“玫瑰
书香+”，做深做细该品牌和思想引
领、素质提升、家教家风的结合文章，
丰富“工”字内涵和“女”字特色，持续
擦亮该工会品牌。

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日
前，嘉兴市秀洲区的劳模工匠、
技能人才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
春礼包”。区总工会出台《关心
关爱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十二条
举措》，全年计划安排15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十二条举措的落地
落实。

记者了解到，十二条举措重
点聚焦赋能、保障两个关键词，
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持续优化人才
生态。

通过赋能为劳模工匠与技能
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发展
空间，是十二条举措的鲜明亮

点，具体内容包括设立专项培育
资金，用于培育创建高技能人才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经费补
助；推进技术技能提能升级，构
建“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
工匠人才”三级培训格局，定期
举办分层分类职业技能培训、
技能竞赛；助力学历进阶赋能，
通过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方
式，为符合条件的劳模工匠等参
加学历提升实施学费补助计划；
提供创业创新扶持平台，为劳模
工匠创新创业提供系列金融优惠
政策等。

在服务保障方面，十二条举

措在持续开展疗休养、免费体
检、法律援助等工会传统服务的
基础上，根据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
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推出一
系列全新的服务方案，包括为有需
要的劳模工匠、技能人才提供免费
心理咨询及运动健康咨询；针对劳
模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助企服
务等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人身
意外伤害，强化意外保障等。同
时，秀洲区总工会于2023年率先
推出的“送奖上门”活动也被列入
举措之一，每年对当年度新评选的
劳模、工匠及技能竞赛中获奖选手
代表开展送奖上门慰问活动，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

秀洲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吴波告诉记者，今年年
初，秀洲区委提出，以超常规的
决心、举措、力度拼经济、促发
展。拼经济，拼的就是人才，劳模
工匠、技能人才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出台十二条
举措，是工会为劳模工匠和技能
人才送上的暖心关怀，同时也展
示了秀洲尊重人才、关爱人才、渴
望人才的浓厚氛围，吸引各路人
才在秀洲择业、就业、创业，投身
秀洲高质量制造强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寿慧桢报道 “发
布课程51期，覆盖学员超万人次”

“劳模工匠直播授课单场观看量突
破 1.3 万”“校企联合攻克产线改
造等关键技术难题百余项”……
日前，在长兴工匠学院2025年职
业技能公益培训班开班仪式上，
这份凝聚工校职企四方合力的

“年度答卷”引来阵阵掌声。
仪式现场，浙江茶乾坤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刘金娥接过
“优秀学员”证书时难掩激动。去
年参加长兴工匠学院 3D打印培
训后，她不仅考取技能等级证，更
带领团队完成生产线数字化改
造，推动车间生产效率提升40%，
现已被破格提拔为企业生产部经
理。刘金娥的经历是长兴县总工
会推进工匠学院育才塑匠行动的
缩影。当天还有钱治、张楚珂、朱

文婷等 5 名优秀职工学员，汪国
权、李付亮、朱丹等9名工匠学院
优秀教师上台接受表彰。

这处仅成立一年半的人才“孵
化场”，正为长兴县产业工人队伍
锻造硬核技能。2023年，长兴县
总工会联合县委人才办、县教育局
等单位在长兴技师学院、长兴县职
教中心挂牌成立长兴工匠学院，计
划用5年时间，实施职工技能素质
提升行动。长兴县总工会经济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会还联合天能
控股集团等特色龙头企业建成“厂
中校”实践平台9个，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安排工匠学院老师或劳模
工匠送课入企，以“职工点单、企业
下单、工会送单”机制释放人才红
利。数据显示，已完成授课传技、
技能培训、技术攻关、工序优化、设
备检修、产线改造等服务项目超千

个。
这是长兴县总工会探索组建

实体化、体系化、项目化运营工匠
学院的起点。2024年底，长兴县
总工会紧贴县域企业改革发展实
际，厚植人才成才沃土，联合多部
门出台《关于加强对长兴县工匠学
院建设管理的办法（试行）》，大力
实施工匠级人才梯次培育计划。
建立“匠苗、匠才、匠师、匠领”四级
培育体系。数据显示，首批参训学
员中，已有 4 人获评市县技术能
手，120人实现职级晋升，带动企
业申请专利14项。

“我们打造了‘理论+实践+认
证’三位一体的闭环培养体系，为
产业工人打通职业发展的全链
路。”长兴县总工会副主席金卫平
介绍，近年来工匠学院开发了数控
车工、电工、钳工、3D打印、工业机

器人等10余类精品课程，推行“学
费全免+考证返补”的激励政策，
助力学员实现技能提升与职业发
展的双向突破。去年结业的数控
班学员中，15%获得职业技能等
级认证，平均薪资增长23.5%。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工匠
学院服务半径不断扩展，已从制
造业延伸至新业态，泗安镇苗木
行业经营人通过直播营销培训实
现销售额跃升，快递员学习智能
分拣技术提升作业效率等案例层
出不穷。今年，长兴县总工会将
立足“服务产业链、支撑创新链、
打造人才链、提升价值链”，聚焦
新能源、智能装备、纺织等县域主
导产业领域，充分发挥劳模工匠
榜样引领力量和技术优势，让工匠
学院成为赋能职工成长的一张靓
丽“兴”名片。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
曹竞文报道 近日，金华市金东区
总工会紧贴优化营商环境的需求，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DeepSeek与
无人机技能培训“暖心课堂”，助力
职工技能升级。

金东区总工会特邀DeepSeek
技术与无人机驾驶操控的专家、金
东工匠黄剑波，为职工们带来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黄剑波通
过精心设计的模拟场景，生动展现
了DeepSeek在不同场景中的创新
应用，以定制化课程为职工赋能，
助力他们轻松应对数字化工作新挑
战。

无人机操作技能培训采用理论
与实践并重的模式，理论课程涉及
无人机的基本操作、飞行安全规范、
航拍技巧及跨领域应用案例；实操

课程则注重实战演练，确保每名职
工都能熟练掌握无人机的飞行操控
技巧。通过系统学习，不仅让职工
们领略了无人机在物流、农业、应急
救援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更为金东
区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积蓄强劲动
能。

“后续我们将以‘最美金漪湖’
AI文艺创作大赛为契机，鼓励职工
及市民运用DeepSeek等工具进行
数字艺术创作，挖掘AI在文化创
意、旅游推广等领域的应用价值，为
职工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机会和发
展空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
实的举措，推动职工技能升级与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共
同绘就金东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篇
章。”金东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范俊说。

本报讯 记者寿慧桢报道 近
日，安吉红墙圣飞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将“技能课堂”搬进天荒坪镇余
村。专业家政人员通过理论讲解、
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的教学模式，
为50余名参训村民带来花式面点
制作、科学整理收纳、传统手工缝纫
三大特色家政项目的技能培训。

据《2024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
发展状况及消费洞察报告》显示，
2023年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已达
11641亿元，预计2026年将突破1.3

万亿元。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该公
司工会负责人表示，此次“家政技能
下乡”活动构建起城乡联动的技能生
态圈，既为村民搭建就业新通道，也
为行业吸纳更多意向求职者。未来，
公司及工会将继续以“理论+实操+
就业推荐”的创新培训模式覆盖全县
100余个行政村，同步建立技能认证
和岗位对接机制，推动家政服务提
质扩容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图为专业家政人员为参训村民
带来花式面点制作指导。

“赋能+保障”优化人才生态
嘉兴秀洲工会出台

《关心关爱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十二条举措》

释放高质量发展“兴”动能
长兴县总工会推进工匠学院育才塑匠强产业

星星之火掀起技能热潮
金华市金东区总工会推出“暖心课堂”

送技能下乡

作为一名工会宣传员，
多年来我做了无数篇关于
工匠精神的宣传报道，在文
字的世界里，我用心书写着
工匠们的故事，试图将他们
身上的执着、专注与奉献传
递给更多人。近日，我观看
了话剧《钱塘浩歌》，深刻地
感受到工匠精神那种震撼
人心的力量，它从舞台的光
影中跃出，与我多年来积累
的宣传经历交织在一起，让
我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浙江演艺集团出品、浙
江话剧团制作演出的原创
话剧《钱塘浩歌》，以“建桥
—炸桥—复桥”为主线，讲
述了桥梁专家茅以升与钱
塘江大桥的传奇故事。剧
中通过双时空叙事方式，将
彼时桥梁建设的艰辛与89
天通车后又炸桥的痛苦抉
择交织在一起，这种“宁为
玉碎”的气节和“百折不挠”
的韧性，生动展现了茅以升
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家国
情怀和工匠精神。

多年的工会工作经历，
我深知工匠精神不仅仅是
技艺精湛，更是对事业的执
着和责任。日常工作中，我
常常通过采访、撰写稿件的
方式，与工匠们近距离接
触。他们的故事在我笔下
流淌，但大多时候，那些感
动是通过文字传递的，是一
种间接的感受。而《钱塘浩

歌》的舞台，却将工匠精神
具象化地展现在我眼前：日
军逼近，通车仅89天收到炸
毁命令，茅以升面对国家危
难不惜亲手炸毁自己倾尽
心血建造的大桥。当灯光
聚焦在茅以升扮演者身上，
他面对炸桥的艰难抉择时，
那种矛盾、痛苦与决绝，通
过演员的表演，让我仿佛置
身于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眼
神中既有对大桥的不舍，又
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这种
复杂的情感，让我想起了自
己在采访工匠时，他们谈及
工作时那种炽热的眼神。那
一刻，我意识到，工匠精神并
非只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历史长河
中留下的温暖印记。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
就英雄。茅以升一生钟情
于桥，致力于桥。他波澜壮
阔的人生，成为中国铁路桥
梁 史 上 的 一 块 里 程 碑 。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
桥建成通车。80多年后，杭
州将9月26日确定为“工匠
日”，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依
法设立的“工匠日”。怀匠
心、践匠行、出匠品，茅以升
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926 工匠日”于我而
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在
每年开展的“926工匠日”宣
传工作中，我曾采访过许多
优秀的工匠，他们当中有技

艺精湛的老师傅，有勇于创
新的年轻技术骨干。他们有
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故事，
但都时刻秉持着工匠精神。
正如《钱塘浩歌》中，茅以升
不是孤军奋战，一批个性鲜
明的工程专家相继登场，还
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工人们，
他们在建桥过程中，用汗水
和牺牲铸就了这座伟大的桥
梁。这种对工匠精神的诠
释，让我深刻感受到工匠精
神是一种群体的力量，是一
种代代相传的信念。而我的

工作，就是要将这种群体的
力量汇聚起来，让更多人感
受到它的温暖与强大。

我在宣传工匠精神的过
程中，常常会思考它的现实
意义。战争年代，工匠们用
智慧和勇气为国家筑起了
坚固的防线；和平年代，工
匠精神依然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强大动力。它不仅仅
是一种技艺的传承，更是一
种精神的延续。我对自身
的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我
要继续在宣传的道路上努

力前行，不仅记录工匠们的
故事，更要用多元化的方式
传播工匠精神，让更多人感
受到工匠精神的力量，从而
在工作中践行工匠精神，为
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产改新征程

让工匠精神跃出纸面
■杭州市职工服务中心宣传信息科高级政工师 张晓燕

张晓燕（右）正在采访中。

娘家事

“娘家人”

讲

玫瑰书香绽芳华
瑞安市总工会开展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

活动中，老师引领大家走进OH卡牌的奇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