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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人、娘家人、知心人，这是对工会组
织的亲切称谓，是一份褒奖，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4月 5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钢厂
工会主席薛小永对笔者如是说。

急职工之所急，解职工之所难。近年
来，陕钢龙钢炼钢厂工会切实发挥工会参
与、维护、建设、教育四大职能，紧紧围绕生产
经营中心工作，助企业解难题。从身边小事
做起、从工作细节抓起，为职工办实事、解难
题，不断增强职工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激
发工会工作的动力和活力，为公司打赢生存
硬仗提供坚强保障。

当好“引路人” 在生产经营中鼓足干劲

“自从分厂推出‘我为炼钢来建言’金点子
征集活动以来，班组职工都踊跃参与，将日常
所见所想的金点子、好办法都报上去，并得到
了丰厚的奖励。”连铸班班长杨诚开心地说。

厂里深入推行“群星璀璨 照耀钢城”先
进典型培树工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用身边的榜样引领职工、教育
职工、培养职工，凸显“群星”效应，激发干部
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坚持围绕公司生产经营
中心任务，遵循“工会搭台、职工唱戏”的原
则，借助冯建斌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等平台，

引导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到生产管理、技术创
新、岗位创新、修旧利废工作中。

该单位 6#转炉在全国重点大型耗能钢
铁生产设备节能降耗对标竞赛中荣获节能
降耗“优胜炉”、薛小永劳模工作室荣获“全
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
在 2023年陕西省企业“三新三小”创新竞赛
中，5个项目获奖。

当好“监督人” 在民主管理中担当作为

“下到基层，就能更近距离贴近职工，了
解职工的所需、所想、所求，才能真正把实事
做到职工的心坎上。”薛小永说。

该单位将维稳工作作为重点，持续深化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通过深入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干部综合素质能
力提升培训、厂长接待日、“周二基层服务
日”、机关下沉一线、作风建设专项行动、会
风整顿，践行“四个一”一线工作法，不断强化
干部作风建设。

厂工会坚持对厂务管理的重点难点、职
工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定期检查、解决，并
对日常工资考核、推优、表彰决定等按要求
进行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着力
打造“阳光厂务”。同时，积极组织一线职工
代表参加日常各类活动，广开言路，广泛倾
听职工群众心声和意见，切实将矛盾和问题
解决在基层。

今年以来，该单位共帮助职工解决问题

50余项，目前职工队伍思想稳定，工作积极努
力，广大干部职工能认清形势，在思想上拧成
一股绳，确保了各项工作持续稳定开展。

当好“贴心人” 在排忧解难中凝心聚力

“感谢领导的关怀，帮助我家渡过了难
关！”在职工邱占伟的家里，他紧紧地握住支
部书记刘永清的手，感激地说。由于妻子身
患重病，花费巨大，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单位
了解情况后，及时进行了走访慰问。

该单位在为职工解难题、办实事上不断
下功夫，组织机关科室人员开展下沉一线活
动，增强厂工会等机关人员服务一线、融入一
线的主动性，切实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厂工会将日常慰问、金秋助学、“双节”走
访慰问、生日慰问、婚嫁祝福、丧葬慰问与“互
联网+”信息平台相结合，常态化开展“五必
谈、六必访”活动，彰显“娘家人”的浓浓关爱
之情。今年以来，累计发放各类慰问金 10万
余元。坚持每季度举办一场退休职工欢送
会，贴心为退休职工制作光荣退休证、拍摄工
作历程视频、送纪念品；坚持做好冬送温暖、
夏送清凉、康养旅游、爱心小药箱管理等工
作，让工会的温暖看得见、摸得着，切实增强
广大职工的荣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同时，厂工会不断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让
职工在寓教于乐中陶冶情操，增强身体素质，
共同打造“美丽陕钢、活力陕钢、健康陕钢”。

□通讯员 王子禄 赵雪萍

助企业解难题 为职工办实事
——龙钢炼钢厂工会在履职尽责中提供精准服务

一批桌椅引发的服务热潮
4月 7日早班，陕煤集团韩城矿业桑树坪

二号井掘进一区职工李冬泽走进学习室参加
班前会，眼前是焕然一新的40多套桌椅，着实
让他感动不已。这是该矿党政工“服务下沉，
一线问需”带来的新变化。

自从年初矿上提出“服务下沉，一线问
需”的倡议以来，矿工会及各部室包联的几
十名干部走进职工宿舍、来到职工餐厅，深
入工作现场问困难听心声、办实事解难题，
变以往坐在办公室“等诉求”到现在的主动

“迎上去”。
前不久，该矿一名负责人到该区开展“服

务下沉”调研，和职工座谈时，发现学习室的
桌椅都是些“老古董”，大部分有破损、晃动。

他说矿上资金再紧张，也不能让职工坐着“隐
患椅子”参加学习培训，便将这一问题记在本
子上。随后安排相关单位，马上对此类现象
进行调查，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并解决。

“前段时间，我见工会干部来到职工中，
征求职工食堂饭菜意见，我提出了食堂各窗
口早餐花色单调，天天吃都吃腻了。不到三
天，窗口增加了五六种菜品花样，味道好极
了。”生产准备队一名青工高兴地说。

“支部书记到我们宿舍调研，看到工友用
热水壶烧水洗脸、泡脚，很快就给洗手间安装
了一套热水设备，热水随开随用。”提起这个
话题，掘进一区的班组长十分激动。“矿上对
更衣柜进行了清理，职工洗衣房实施微笑服

务……”机电队职工小李也说到了一些变化。
“通过走访问需集中征集一批建议、解

决一批问题、办成一批事实，更好为全矿安
全生产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将进一
步强化维权职责，推动‘问题清单’变成职
工的‘幸福清单’。”该矿工会副主席孙海燕
介绍了此项工作的初衷。截至目前，已征
集梳理问题 56个、建议 30条。

“想要做好职工生活保障工作，就要深
入基层一线，走到职工中，取得职工信任，这
样才能真正了解职工的实际困难和利益诉
求，才能把工作做到点上、服务到职工的心
坎上。”服务产业中心党支部书记张永生如
是说。 □通讯员 焦娟娟

4月初，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他再次
走进赵梦桃纪念馆采访……他叫张翟西
滨，曾任咸阳市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市工
人文化宫主任。退休后被咸阳市总工会返
聘，仍在工会新闻宣传战线上，在继续讲好

“三工”故事的同时，带领年轻一代的工会
宣传员持续奋进在“工”路上。

近年来，他用手中的笔，采写出大量有
关“梦桃精神”的稿件，这些“冒着热气、沾
着棉絮、流着汗滴”的动人故事让各行各业
的职工深受启发和感动。

“梦桃精神”依然闪光

赵梦桃和赵梦桃小组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全国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2019 年 4 月，咸阳市总工会印发了
《“梦桃精神”宣传方案》，并与陕西工人报
社联动，开设了为期 8个月的“弘扬劳模精
神（咸阳篇）”栏目，旨在大力弘扬传承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梦桃精神”。

咸阳市总工会指派张翟西滨“下沉”
西北一棉，入企业社区、车间班组、家庭
院落，走访采写赵梦桃生前好姐妹、历任
赵梦桃小组组长和赵梦桃小组新组员的
事迹。

“长达8个多月的蹲点采访，我好像迈
入‘桃花源’，桃花朵朵、依然嫣红。”他回
忆道，她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梦
桃精神”，一直鼓舞着他、激励着他。走近
她们、学习她们，就是一个陶冶情操、吸纳
能量的过程，更是一次崇劳守正、净化心
灵的洗礼。

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他说，有时候，
仰望夜空满天星，总想寻觅到那颗最亮的
星。而全国“最美奋斗者”赵梦桃、全国

“十大最美职工”赵梦桃小组正是星空中那颗最
明亮、最耀眼的星。

他透露，正在全力创作一部有关弘扬传承“梦
桃精神”的书稿。这本纪实作品分为“桃花”朵朵、

“桃花”芳菲、“桃花”嫣红三辑，其中有“最美奋斗
者”赵梦桃、“梦桃精神”的传人先进事迹和传承
故事，对“梦桃精神”进行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
记录。

“梦桃小组首任组员梁福云、郭淑贞等称我为
梦桃小组‘编外组员’。我深感荣幸又忐忑，自己
只是一个‘码字工’，有责任与义务将‘梦桃精神’
书写好、传承好、发扬好。”他笑言。

这一切基于我的纺织情结

“我书写弘扬梦桃精神篇章，还是基于我的纺
织情结。”张翟西滨说。

1980年 8月，张翟西滨从插队知青变
为纺织工人，进入陕西第二棉织厂工作，
一干便是 16载。那时陕棉二厂与西北一
棉仅隔一条街道，同属陕西省纺织工业
总公司管辖。先后在企业政工、工会口
任职多年的他，自然而然与西北一棉的
同行有了频繁接触，为日后书写“梦桃精
神”埋下伏笔。

天高任鸟飞。1996年 2月，他有幸调
入市工人文化宫，因多次组织各类主题活
动、主编《职工文艺》报（刊）等，与一棉工
会和业余文学爱好者有了更多来往交际。

“2010年 12月，我采访了一棉工人作
家李文德先生，专访文章《工人作家为梦
桃精神传人著书立传》见于《陕西工人
报》，正是从那时起，我尤为关注并撰写有
关弘扬传承‘梦桃精神’的消息、通讯、专
访和纪实报道。”他东奔西走、登门入户，
脚踏实地、日积月累，倾注极大心血，接续
采访、撰稿……

吃的苦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梦桃精神”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我
犹如面对黄土地上的一座丰碑，在基座
上，点点滴滴、寻寻觅觅，一滴滴搜集、一
点点淘金，一字字斟酌，一句句推敲。”他
用如此比喻来形容书写的艰辛不易。

为力求写出好稿，他自立了“三不”规
矩：不敷衍、不马虎、不松懈。为写好“梦
桃精神”和赵梦桃小组系列篇，他早已收
藏阅读了“秦砖”厚重的《西北国棉一厂
志》（1951 年-1985 年、1986 年-2006 年）
两大卷本，一篇 2000字左右的文稿，通常
先要阅读主人公几千字、乃至上万字的原
始资料，最大限度搜集掌握第一手素材和
老照片。

其实，采访是件苦差事。他说：“吃的
苦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将她们的口述故事串成一篇篇专
访，有时，确实会纠结不已、心力交瘁。但

采访就是要往深里走、往心里做、往实里落，不能蜻
蜓点水。”白天奔波采访，夜晚咬文嚼字，他将“梦桃
精神”践行在了奋进的“工”路上。于是，《活在我们
心中的“梦桃姐”》《梦桃精神是我奋进的路标》《赵
梦桃小组五姐妹的奋斗人生》等80余篇稿件，在他
的精心“浇灌”下，“朵朵桃花”竞相绽放于报端。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西安工
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吸纳他为“梦桃精神 代
代相传”全国纺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特约研
究员，并参与到“梦桃精神走进高校”的宣讲活
动。他创作的纪实《“梦桃精神”的传人》一书，入
选咸阳市 2022 年度文艺创作精品项目；采写的

“咸阳工匠”人物通讯荣获 2022 年度“陕西新闻
奖”二等奖。

龙年伊始，他又接到一个新任务，撰写编纂
《文化宫·文化人·文化事》……

□通讯员 郜雅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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