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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永刚 阎瑞先 鲜 康

黄土窑洞作见证
精神传承看今朝

——探访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全貌。 （文内图片均由本报全媒体记者鲜康拍摄）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阳春三月，和
煦的阳光照耀着陕北黄土高原，万木复苏，绿
意萌动，一派春回大地的明媚景象。

延安时期中国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陕
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位于杨家岭革命旧址
东山。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沿着党的七大
会址——中央大礼堂前侧的山坡盘旋而上，
耳闻目睹、思绪万千，仿佛回到那段战火纷飞、
艰苦卓绝的岁月。依次镶嵌在黄土崖畔的22
孔窑洞，映射着中国工运事业的历史风云。

从 1935 年到 1948 年，在中国的革命圣

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
从低谷走向高潮，实现了历史性转折，铸就了
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这十三年，也是中国
工运事业艰难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十三
年。中国工会践行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兼
顾对敌作战和建设边区的伟大实践，用汗水
与泪水、勇气与智慧、牺牲与奉献，留下了中
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闪光足迹。

站在延安工运旧址的窑洞前眺望，山脚

下是林立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脸上洋溢着
笑容的游客和飘着五星红旗的中小学校……抚
今追昔，窑洞里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
件件古旧的革命文物、一张张翔实的图表资
料，将这段用热血与智慧书
写的工运史诗，永远镌刻在
黄土高原的褶皱里，向世人
讲述着百年工运史的艰苦
卓绝，彰显着中国工会和中
国工人阶级坚如磐石的初
心使命。 （下转第四版） 扫一扫看视频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2025年是中

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陕西工会组织和工

人阶级始终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前赴后继、奋勇拼搏，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陕西印记”。

为庆祝这一历史时刻，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永远跟

党走 奋进新征程——庆祝全总成立 100 周年·足迹》专

栏，以文图、视频等形式，刊发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延安时

期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

等全国及陕西工运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

的融媒作品，回顾和展示陕西工人运动的光辉历程，进

一步激发全省广大职工在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

中的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

开
栏
的
话

我是一名企业工会工作者，因
此同陕工报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1992 年 7月，我大学毕业到企
业工作，在班组活动室休息时，工友
让我读《陕西工人报》上的小说、诗
歌或者法律案例、生活常识等，这是
我和陕工报的初遇。读着读着，我的兴趣越
来越浓，由此便喜欢上了陕工报，我成了大伙
心中的“文化人”，也埋下了文学梦的种子。

后来我在企业从事经营管理，也曾兼任工
会分会主席。无论多忙，始终没有中断对陕
工报的阅读学习，常把自己喜欢和认为具有
代表性的文章剪下来粘贴在一起，几年下来
攒了厚厚几本。闲暇之余，回过头翻看那些
泛黄甚或有点尘土味的剪报依旧亲切温暖。

随着年龄增长，时常想起故乡的人和
事，乡愁促使我提起笔。10年前第一次向陕
工报投了篇《故乡的山泉和涝池》，没想到很

快就刊登出来，同事争相传阅，这也激发了
我写作的勇气。我便陆续撰写、发表了一
些读书体会、生活感受、乡愁回忆及理论研
究方面的文章。从此和报社的同志熟悉起
来，他们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从文章标题、
段落划分，甚至标点符号等方面给予指导，
引导我写熟悉的生活、写平凡劳动者的事
迹，坚持深入生活，深入职工群众，这些意
见建议让我提高很快。后来写的《雪夜煮
茶》一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气呵成，曾
被其它期刊转载，并在 2021 年省总工会主
办、陕工报承办的“重温入党申请——给党

说句心里话”作品征集展示分享活
动中获一等奖。

近年来，我专职从事工会工作，
更是把陕工报当作工作“向导”、帮
手和伙伴。每天坚持阅读，使我和
同事在陕工报上了解到党和国家最

新政策及工会工作动态。像理论研究、维权
服务、工会主席访谈栏目，往往引发我的思
考，我们还围绕某篇文章及经验介绍展开讨
论。同样，我们的好做法及我的一些工会工
作体会也常见诸于陕工报，是陕工报为我们
架起了“工会人”交流的桥梁。

陕工报由原来的周五报变为日报，形式
更新颖、内容更丰富，成了大家亦师亦友的暖
心知己，一天不读就觉得少了什么。

适逢陕工报创刊 75 周年，在我心目中
她更加朝气蓬勃，绽放着青春的芳华。祝
愿陕工报越办越好，日进日新。

张从军

亦师亦友 日进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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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薛生贵）3月 24日，《陕
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
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修订草案明确，突出工会工作坚持党的领
导，扩展工会职责职能，强化工会服务职工的义
务，加大对工会经费和财产的保护力度。

据悉，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以下简称《工会法》）颁布施行。1994 年，我省
颁布出台了《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之后于
2002 年、2010 年两次进行修改，《实施办法》为
我省工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工会法》进行
了修正。为落实党中央对工会工作的新要求，
积极回应劳动关系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修

正的《工会法》相衔接，亟需对我省《实施办法》
进行全面修订。

修订草案在突出工会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方
面做出规定。明确工会的性质、增加工会工作
的指导思想和加强对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相关
内容，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在扩展工会职责职能方面，修订草案明确
将工会的基本职责扩展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明确了工会推进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工作任务、内容和目标。

在强化工会服务职工的义务方面，修订草
案补充完善了政府与工会的联席会议制度相关
内容。在加大对工会经费和财产的保护力度方
面，修订草案对工会会费的收缴、经费审查等规
定作了补充完善。

陕西省实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强化工会服务职工的义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薛生贵）3月 25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乙巳（2025）年清明公
祭轩辕黄帝典礼将于4月4日（清明节）9时50分在
黄陵县桥山祭祀广场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
基本就绪。

今年公祭典礼以溯源、寻根、凝心、铸魂为主
旨，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进中国式
现代化新征程”主题，共有九项仪程：第一项，全体
肃立、击鼓鸣钟；第二项，唱《黄帝颂》；第三项，敬
献花篮；第四项，恭读祭文；第五项，向轩辕黄帝像
行三鞠躬礼；第六项，乐舞告祭；第七项，龙飞中
华；第八项，瞻仰轩辕殿，拜谒黄帝陵；第九项，种

植桥山柏。
据介绍，今年的嘉宾邀请更具代表性。重点

邀请港澳台侨等海内外华人华侨代表，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时代楷模、新中国最美奋斗者，全国
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中国好人、陕西好人、陕
西省道德模范、三秦楷模代表，奥运冠军代表，宗
教界、文化艺术界等代表。届时，350余名代表将
齐聚轩辕殿前，以最虔诚的心态，向肇启中华文
明的人文始祖致以跨越时空的敬意。

另悉，《陕西省黄帝陵保护条例》将于 2025年
4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4月4日举行

本报讯（通 讯 员
陈鹏）3 月 25 日，省总
经济技术部女职工部
技协中心党支部、省总
网络中心党支部、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开展“弘
扬劳模精神・传承工业遗产・缅怀革命先烈・共
建生态文明”主题党日活动。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樊树森，省总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主任、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兼）叶璐参加。

全体党员在西安石油大学王进喜纪念馆，学
习“铁人”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干

事创业热情。随后，通
过调研西安热电厂能
源保供工作，观摩国家
工业文化遗产暨大唐

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培训基地，引导党员干部深刻
认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性。在金南山
革命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学习他们的英雄事
迹和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
将军山开展“清洁秦岭”志愿者服务活动，大家表
示要切实当好秦岭卫士。最后，全体党员在鄠邑
区秦岭保护“一站三中心”开展了廉政教育。

省总工会与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开 展 联 学 共 建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赏花行”点亮春日经济
青龙寺的樱花、兴庆宫的郁金香、

宁陕县的梅花……这个春天，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

详见第二版
导

读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召开会议指
出，党中央决定，2025年自全国两会后至 7月在全
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
上而下、以上率下，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
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
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等重大问题。

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风
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我们党以作
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八项规定，涤荡风气、振奋精神、改变中国。

一以贯之——“中央八项规定不
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
铁规矩、硬杠杠”

2024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一年一度的党内最
高层级民主生活会在此召开。

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听取关于 2024年
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

“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
为终身课题”“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作斗争”……结合不久前结束的党纪学习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带头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出明确要求。

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如今已成为惯例。
2012年 12月 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短短
600余字，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等 8个方面为加
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再塑党的作风的“第一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谈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
定的初衷：“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
的建设如何抓时，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
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
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

当有的人还认为八项规定不过是“一阵风”的
时候，2013年3月19日下午，一条新闻的发布，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中央纪委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这是中央纪委首次向
全国公开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这年底，中央纪委再次通报 10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和上次只通报单位和职务
不同，此次通报点名道姓、直指病灶，产生了极强
的震慑效应。

行胜于言。
八项规定出台十二年多来，从抓月饼、抓贺

卡、抓烟花爆竹，到抓节假日、抓“八小时外”、抓
日常……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
的解决，折射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
作风问题的清晰思路、坚定信念。

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
项规定整治痼疾、扫除积弊，作风建设被形象地称
为党的建设的“金色名片”。 （下转第三版）

2024年7月1日，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湖心岛，党员们与红船合影。 新华社发（成杰 摄）

擦亮新时代党的建设“金色名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