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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运纵横

2021年 12月 29日凌晨 4点多，刚刚稍
事休息又起来工作的西安市曲江新区工会
工委主任寇雅玲一头栽倒在办公室。作为
曲江中心社区、华著中城社区防疫抗疫工
作的负责人，寇雅玲因连续 7天奋战，晕倒
在岗位上。

同一时刻，夜色中，在这座城市里，成
千上万的防疫人员枕戈待旦，只为守得一
方平安。

防疫一线的坚守者

“额头缝了 4针，医生非让我留下观察
一会儿……早晨检测的物料这会应该已经
到场了。”寇雅玲顾不上头上的伤口，一心关
注着她包抓的两个社区的核酸检测进度。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市进一步加强
防控，作为曲江新区党工委委员和西安演
艺集团的负责人，同年 12月 22日晚，按照
曲江新区党工委的统一部署，寇雅玲带领
1000余名干部职工为抗疫做好准备，23日
零点，所有志愿人员到位，完成社区门禁、
场地消杀，以最快速度筑成了社区防疫的
第一道屏障。

“疫情当前，所有人都要不讲条件、
不打折扣地坚决完成任务。”寇雅玲说到
做到，和家人简单交代后就直接住到了

办公室。
为了最大限度整合人力，寇雅玲组织

将演艺集团办公楼里的会议室、排练室都
清理出来，让参加防疫的职工住在单位。
这一做法很好适应了西安市疫情防控的扁
平化管理，每天凌晨最新的防控数据和工
作部署一下发，西安演艺集团的办公楼里
就马上忙碌起来。简短的指令核实后，相
应工作部署 10分钟内就在各个点位落地
实施。

“咱们刨两口饭，10分钟后出发，别把
给大家的盒饭放凉了。”寇雅玲每天的工作
节奏非常紧张，可她总是尽量压缩自己的
时间，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穿暖。在她的
带领下，其他志愿者也很快进入角色。核
酸扫码、信息录入、试管转运，从刚开始不
会做，到逐渐掌握，再到游刃有余。“时间不
允许我们迟疑，我们是长安的守夜人。”寇
雅玲说。

基层防控的落实者

2021 年 12 月 25 日，一场中雪不期而
至，飘洒的雪花似乎有意无意在为城市的
创痛增加压力。天气格外寒冷，医用乳胶
手套里因集聚了湿气变得越加冰冷，防护
面罩上不断泛起湿气。几天忙碌下来，一

线工作人员的手被乳胶手套捂得苍白。
寇雅玲和她的演艺人员团队，上岗第

一天就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很多职工不
熟悉电脑操作，核酸检测数据录入较慢；歌
舞剧院大多是女孩，要完成逐门逐户的送
菜工作，力气活成了她们最大的难题……

核酸检测是筛查传染病例的重要手
段，可是连着几轮的检测过后，很多住户下
楼做核酸的意愿就不高了。但“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是社区防控的硬性要求，一定要
确保全员下楼做核酸。为此，寇雅玲带领
团队查物业数据，安排楼栋长，开展“敲门
行动”，仅用半天时间就掌握了各个小区的
人口底数，在检测现场逐次比对，很快掌握
了检验进度和未检验人员存量，确保了各
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居民困难的帮助者

“今天有没有老人需要买药的？有没
有人帮助去买？”在门禁值守点，寇雅玲心
里装的不仅是完成防疫任务，还有居民的
冷暖和需求。

作为两个社区防疫工作的负责人，21
个小区，65000位居民，寇雅玲的电话成了
大家最依赖的“爱心通道”。孕妇产检需要
协调车辆、老人生病要安排其他社区的子

女陪同、考研学生害怕打不到车……寇雅
玲 24小时准备着，接听来自各个方面的咨
询和求助，一件件事情协调落实，逐一安排
到位。

受伤第 2天，清晨 6点，她照常主持了
防疫工作会议。“大家都在不停转地忙，支
撑我们的，不仅是责任，更是大家的支持。”
寇雅玲最感动的是市民对一线防疫人员的
理解和信任，大家总会走过来说，“你们辛
苦了！”还有的居民会为防疫人员送上水
果、小点心、热水袋。

这几天，寇雅玲感到欣慰的是，5位过
生日的一线执勤人员都吃上了生日蛋糕。
虽然因为缺少原材料而只是蛋糕胚子，但
在大家眼里，这却是最宝贵、最难忘的一个
生日。寒冷天气准时送达的姜汁可乐，巡
视途中递给大家的贴身暖宝，元旦当天值
班可以领到的一袋食品，都是她尽自己所
能给予一线同志的默默支持和无微呵护。

现在，寇雅玲头上的伤口正和西安这
座城市一起渐渐恢复，等候满城再现春色。
□工人日报记者 毛浓曦 通讯员 宫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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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伦宝（右二）
等领导看望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钟昇 摄 据《工人日报》消息 “要当个好工人”——“七一勋章”

获得者、湖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电焊大师艾爱国的这句名
言，如今成为湘潭市产业工人提升“技术含量”和“含金量”
的动力，“好工人”不断涌现。这座老工业城市“产业链”转
型升级有了 14.8万技能“人才链”支撑，其中，艾爱国式的高
技能人才占比24%。

“产业工人在政治自豪感、能力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不断
增强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成长之路证明：新时代的技术工人大
有可为。”湘潭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刘定良说。

“做好传、帮、带，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传承是我的责任。”古
稀之年的艾爱国依然每天上班，是湘钢“永不退休”的终身首
席技师。湘钢高级工以上的焊工 80%都跟艾爱国学过艺，多
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厚德载技”，传播工匠精神。湘电
集团结构件事业部电焊工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刘新新与焊
装车间的技能高手组成“技师义务保障队”，到车间指导青年
焊工技术操作，10年来利用自创的“模拟教学法”和“1+1+1”
的培训模式，义务为540名焊工传授技艺。

为了让“当个好工人”蔚然成风，湘潭市出台了《“金蓝领”
培训工程方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等一揽子政策，让培训围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连续8
年组织开展的“金蓝领”培训工程由政府买单，为全市各类企
业培育了千余名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是湖南高技能人才
培训的标杆之一。

湘潭市2019年开始的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已有
17351名企业职工接受培训。同时，破解企业工学矛盾，创新
探索了送教入企、一课两讲、插空培训、弹性上班、优化线上教
学、课题攻关式培训等6种培训模式。

湘钢集团数百名倒班制一线工人就是通过“企业新型学
徒制+插空培训”的模式，以车间为单位，由车间主任担任培
训班班主任，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和培训课程。湖南电气职院
2020年电工“金蓝领”培训班“课题攻关式”中，参训企业职工
将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带到课堂上，与培训专家、学员共同
探讨，解决了近10项技术难题。

2016年以来，湘潭共有 8名选手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
一等奖，26名选手在省级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高技能成就
好人生，当地政府明确规定，优秀高技能人才可直接认定相应
专业的中高级职称，不少企业也建立了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
才收入分配和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

西安曲江新区工会工委主任寇雅玲带领干部职工筑起社区防疫的
第一道屏障，为守护城市平安贡献力量——

战“疫”守夜人

温馨的职工小家、智能的快递柜、
充足的停车位……国核宝钛锆业股份
公司（简称国核锆业）工会在“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持续出真招、
见实效，从一件件小事出发，温暖了员
工的心。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日前，国
核锆业副总经理王立平表示，“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做到了
两个 100%：287项办实事清单 100%完
成，职工件件100%满意。
“职工小家”遍地开花，满意又舒心

如何让生产现场的员工切实感受
到家的温暖，让大家在企业高质量发
展中拧成一股绳？负责工会工作的党
群工作部副主任宁皓妍认为，“职工小
家”建设功不可没。

据介绍，企业没有固定的家属院，
职工住得比较分散，下午上班早，职工
中午没法回家，确实需要一个短暂休
息的地方。但以前的“职工小家”硬件
设施比较老旧，空间布局也不是很合
理，基本没人去。

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臧哲一牵头，多次深入生产现场
调研，与员工座谈交流，了解需求，同
时选派专人，细化工作责任，确保升级
改造有力有序。

改造后的示范职工小家，增设了
书屋、活动场、食堂等设施，职工普遍
感叹自己的这个“家”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结束一天的工作，到小家看
看书、健健身、聊聊天，思考一下第二
天的工作，一天的疲劳很快就舒缓下
来……”谈起功能齐全、温馨宽敞的

“职工小家”，管材制造厂几位职工的
幸福感、归属感溢于言表。

智能快递柜“上岗”，方便又安心
职工生产倒班、现场不能携带手机、取件时间不统一，时

常会出现职工邮件包裹丢失、破损、误领等情况，给大家带来
了诸多不便。

国核锆业工会在了解这一现实问题后，立即做出行动。
“我们多次找相关快递公司对接，又积极协调公司相关部

门规划位置，并出电费，很快便与丰巢公司达成了共识。”工会
干事张健说。

自公司大门口安装了智能快递柜后，职工们上下班途中
便可轻松领取包裹，让快递有了“家”。

“自从公司安装了智能快递柜，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收取快
递不方便了。”当日下午，几位年轻职工一边开柜拿快递，一边
笑着说。

“车位荒”问题缓解，环保又放心
职工的车辆越来越多，“车位荒”成了新问题。为解决这个

问题，国核锆业工会积极协调公司有关部门，推出“一增两减”
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停车位。减掉公务车车位占用，让这些
车停进厂区；减掉非职工车辆车位占用，让位给职工车辆。

与此同时，将每个车位的占地面积从15平方米减到12平
方米，仅此一项，使小型停车场原本只能停放 13辆车的容量
一下提升至18辆车，有效缓解了职工停车难的问题。

“爱了爱了，这下再也不用玩‘抢车位’的游戏啦！”几位年
轻女职工对工会推动的这一实事大加赞赏。

“从编制文件下发征集问题，到办实事清单动态管理、跟
进落实等，工会全面参与其中，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不断发
现新问题、新需求。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
暖人心。”臧哲一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郝佳伟

2021 年岁末，疫情
席卷西安，整座城市按
下了“暂停键”。就在企
业停工停产、居民居家
隔离之时，有一位女工
会干部每天都逆行而
上，全身心为社区居民
服务，她就是西安市新
城区城棚改事务中心工
会副主席白荣。

白荣的丈夫是碑林
区的一名街办干部，负
责全街办的疫情防控工
作。疫情暴发后，丈夫
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
匆匆赶去了单位，家里
只剩下腿脚不便的婆婆
和 3 岁的孩子，白荣既
要照顾他们，又要忙自己的
工作。

作为机关下沉干部，在
新城区的新兴社区、胡一社
区的核酸检测点，随时可以
看到白荣忙碌的身影。她不
厌其烦地引导核酸筛查的居
民遵守防疫规定，戴好口罩，
保持一米线间距。由于近期
的低温天气，她穿了四条裤
子来抵御寒冷，一站就是8个
小时。

除了跟进两个包抓社区
的核酸检测工作，白荣还坚

守在其他岗位。看到
社区居民在院子里逗留
时，她会及时劝阻，主动
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的。有居民因为家中缺
少基本生活物资而闹情
绪时，她一边安抚，一边
与社区干部协商，联系
蔬菜供应点。有些居民
家里没有天然气了，她
又安排社区志愿者为大
家统一购买。

封控居家期间，孩
子肠胃不适，上吐下
泻，白荣整夜未眠，生
怕 孩 子 出 现 别 的 状
况。然而，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趁孩子还在

熟睡，她又奔赴包抓社区。
由于丈夫在抗疫一线不

能回家，每当孩子问起“爸爸
去哪了？”“妈妈你去哪？”她
只能说：“我们的城市生病
了，爸爸妈妈要去站岗、要去
打病毒，你在家要听奶奶的
话，妈妈打完病毒就回来。”
说是这样说，可出门前看到
孩子失落的眼神，她的心里
五味杂陈，但一想到自己的
岗位职责，又强忍着泪水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本报记者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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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牟 影
影） 近日，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西安市未央区总工会
迅速行动，工会领导干部下
沉到徐家湾街道西航四社区
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暴发后，未央区总

工会领导干部一直奋战在
防控一线，无论是在天鼎花
园、西苑小区还是外招北小
区，他们都耐心引导，认真
核对，确保核酸检测中不漏
一人，用“娘家人”的力量守
护着社区职工群众。

未央区总工会

干部下沉社区助力疫情防控

1 月 9 日，咸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看望慰问坚守
岗位的环卫工人。 □张翟西滨 摄

近期，陕西金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工会坚持
每晚给杨凌“两站八口”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送去热菜热饭。

□弓晓敏 李玉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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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全力助推
“好工人”成就“金蓝领”

从技能明星“亮一点”到技能人才“亮一片”

“请积极配合疫情防控部门做
好医学观察，有困难就给工会说。”
新年第 7天，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
司工会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一
名正在西安高新区集中隔离的员
工了解详细情况后叮嘱。

连日来，在积极配合政府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重点针对公
司疫情防控动态情况，关心关注居
家隔离、集中隔离人群及困难职工
家庭生活情况，成了公司工会每天
要做的常态工作。

元旦前夕，公司工会认真摸
排职工和家属出行动态及生活
情况，重点关注被封闭管理小区

的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并积
极做好生活援助工作。在得知多名坚守
生产一线的职工家中老人无人照顾时，工
会想方设法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逐一送到
老人家门口。

这份“娘家人”的温暖同样送到了特殊时
期弹性上班的公司机关部门及物资管理中心
等后勤保障单位员工手中。自2021年12月23
日以来，公司工会克服周边商场超市停止营业
物资紧张的局面，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筹措
价值1.6万余元的自嗨锅、新鲜水果等食品，发
放到坚守岗位的 400多名员工手中。“刚还想
着今天怎么吃饱肚子，工会就送来了丰富的午
餐。”财务资产科员工苟振峰在领到暖心午餐
后高兴地说。 □王建武

本报讯（刘春雨）西安暴发疫情后，大唐陕西公司工
会迅速反应、积极行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能源保
供，将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网络和充分发挥职工
服务中心（站）作用作为防疫抗疫的重点。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公司工会已下拨第一批抗疫保供
专项慰问金24万元、应急金10万元；协调解决职工送餐买
药、核酸检测等问题35项，精准慰问帮扶职工379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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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陕西公司工会

抗疫保供“两手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