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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新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重塑就业市场。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
应用，不仅推动了产业升级，也深刻
影响了就业结构。一些新兴岗位的
出现，既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也
为劳动力市场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不少行业加速向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对从
业者的专业技能、跨领
域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
要求。比如，一些新能
源 汽 车 品 牌 在 智 能 制
造、自动驾驶与 AI 算法
等领域持续布局，对兼
具工程、软件和数据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
增 。 技 术 门 槛 不 断 抬
升，推动人才结构向“高
技能+高学历”演进，复
合型人才成为更受市场
青睐的对象。

新技术应用显著提
升了生产效率，催生了
大量高附加值与高收入
岗位。AI 训练师、数据
分析师等新职业薪酬普
遍高于一般岗位，显示
出经济增长、技术进步
与 就 业 扩 大 的 正 向 循
环。比如，有电商平台
在推进智能供应链转型
中，设立“智能物流工程
师”等新职位，引入算法
优化与自动化系统，吸纳
具备 AI 与工程背景的复
合型人才，实现生产效率
与就业质量“双提升”。

尽管新技术为就业
市场带来机遇，但也产
生不少挑战。低技能劳
动者面临转型压力，失
业风险上升；新兴岗位
技能要求与现有人才能力存在一定
程度错位，结构性失业风险加剧。
同时，区域间技术发展不平衡，中
西部因基础薄弱、人才外流导致发
展受限。对此，亟需完善就业保障
机制，推动就业结构朝着更均衡、
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
人”，构建终身技能培养体系。破
解人才供需矛盾的关键在于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在优化课程结构方
面，应增加与数字化、智能化相关

的课程，培养更契合市场需求的高
技能人才。在完善职业培训方面，
应提升劳动者终身学习能力，增强
其应对技术变革的水平，提高对就
业环境的适应性。还应通过税收优
惠、补贴等手段，激励企业加大培
训投入，推动形成“企业投入—人
才成长—发展回报”的良性循环。

推动岗位与技术、就业深度联
动，搭建产教融合桥梁。加快建立
健全行业技能标准，明确新兴岗

位能力要求，为劳动者
提供更加清晰的职业路
径。支持企业组建创新
联合体，实现技术研发
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鼓励高校优化学科结构，
增设跨学科微专业，培养
复合型人才。还应推动
职业资格跨区域、跨行业
互认，建设统一就业信息
平台，提升人才与岗位的
匹配效率。

持续挖掘就业新增
长点，激活技术衍生业
态。技术迭代之下，一些
新兴产业正成为就业扩
容的重要引擎。对此，要
加快拓展智能制造、电子
信息、绿色经济、“AI+”等
前沿领域，打造新型岗位
集群，扩大增量市场，构
建 稳 固 的 就 业“ 蓄 水
池”。比如，“东数西算”
工程在西部布局数据中
心集群，带动基础设施和
绿色能源发展，催生大量
数据处理、运维和节能岗
位，形成以算力经济为核
心的新业态，成为技术驱
动就业增长的典型示范。

优化区域创新生态，
推动新技术与新业态更
好融入地方发展。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科
技企业与创新资源向欠
发达地区集聚，加强区域

间技术合作与资源共享，推动技术
成果在地转化与广泛应用。加大
5G 网络、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
施投入，为新技术应用提供坚实的
硬件支撑，鼓励地方特色产业与新
技术融合，形成独具优势的差异化
竞争格局。

未来，要将人才培养、产业转型
与区域协同深度融合，让技能人才
成长逐渐跟上产业升级步伐，凝聚
政府、企业与劳动者多方合力，共
同绘就技术赋能民生的崭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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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王飒默默穿梭在西安
庆华民爆公司 302车间。多年来，
她以实际行动书写“巾帼不让须
眉”的新时代女性篇章，凭借务实
作风和创新精神，成为公司安全生
产战线上的标杆。

锐意进取的“安全哨兵”

自 2021 年转岗安全管理工作
以来，王飒坚持每日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望闻问切”
精准识别风险：观察设备运行状态、倾听员工操作反
馈、询问工艺操作难点、排查潜在隐患细节；对员工
提出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对操作中的不安全行为
及时纠正指导；通过班前会、流程化分析会等，对典
型隐患进行剖析，引导员工学会发现隐患、整改隐
患，推动车间隐患整改率提升至 99.6%。

2024年，王飒提出安全保障合理化建议 20余条，
有效提升了安全基础管理能力。提出的“304-2自动
蘸药机室外无防护屏障”及“在 301-1自动生产线成
品外运流线增加换箱工位”实现了安全防护与生产
效率双提升。

创新担当的“安全教官”

2024年，在准备一场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
的培训时，王飒为了让内容更加生动易懂，查阅了大
量资料，甚至还利用周末拍摄整理了一些典型的安
全隐患点。

那段时间，王飒每天都是“白加黑”的工作模式，
精心准备教案和试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培
训方式的探索上也是绞尽脑汁，她发现员工对常规
讲解方式兴趣不高，参与度很低，于是思考如何让培
训变得更有趣、更有吸引力。

王飒尝试引入解读违章视频、违章照片的方式，
一开始效果并不理想，员工只是被动观看。但她并

没有气馁，不断改进方法，在播放违章视频、照片后
增加了互动环节，让员工自主回答视频中的违章行
为和正确做法。这一改变瞬间点燃了大家的热情，
培训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专业精进的“安全智囊”

王飒始终秉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念，在高
强度工作中，依然挤出时间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技能。

在准备公司安全员技能大赛那段时间，她的生
活被学习和工作填得满满当当。每天下班，其他同
事离开后，她独自留在办公室，对着堆积如山的专
业书籍、文件资料仔细研读，将安全法规、应急处理
流程、风险识别要点等关键内容整理成密密麻麻的
笔记。周末别人在休闲放松，她不是学习专业知识，
就是练习相关考点。最终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出
色的实操水平，在 2024年 6月的公司安全员技能大
赛中脱颖而出。

此次比赛后，王飒没有丝毫懈怠，全力备战特能
集团“民爆安全员技术能手”评选。面对更高级别、
更具挑战性的考核，她深入研究民爆行业的最新安
全标准和技术规范，在网上查找相关文献。7月，她
获得了“民爆安全员技术能手”称号。

在推进准军事化管理一年来，王飒也遇到过不
少难题。为强化员工对准军事化管理的思想和行动

认同，王飒策划组织“以赛促学，以
学促干”准军事化管理评比活动。
从策划比赛项目、制定评分标准，到
组织动员员工参赛，她都认真对待。

班组的小赵起初对活动不理
解、不配合，王飒多次找他谈心，分
享准军事化管理对保障安全、提升
效率的重要性，并结合小赵工作中
曾出现的安全隐患案例进行分析

讲解。慢慢地，小赵转变了态度，积极参与比赛，
在活动中表现出色，带动了身边同事一起提升安
全意识。

四载耕耘安全路。王飒扎根安全管理岗位，
以“绣花功夫”精细编织安全防护网，凭借“火眼金
睛”精准识别隐患，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火
墙”。每一次隐患排查、每一场安全培训、每一次
应急演练，都倾注着她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与执
着。她用行动深刻诠释安全管理人员的责任，践
行着守护生命安全的初心。

精细编织安全防护网

通讯员 刘 鑫

——记西安庆华民爆公司巾帼标兵王飒

工作中的王飒。（资料图）

4月 10日，在陕西航空硬质合金工具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陕硬公司），一个纤瘦却挺拔的女职
工凝视着检测仪器，指尖在零件间轻盈地游走。赵
丽，这位拥有十五年质检经验的“老兵”，用岁月打磨
匠心，以党员的赤诚守护着“陕硬制造”的金字招牌。

鹅蛋脸上总挂着温婉的微笑，眼角的细纹里藏
着岁月的沉淀。44岁的赵丽有着质检人特有的“矛
盾气质”：既如春风化雨般亲和，又似精密仪器般严
谨。同事常说：“赵师傅的眼睛是‘工业CT’，连头发
丝般的裂纹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2024年攻坚某重点客户订单期间，赵丽主动请
缨，承担双倍检测任务，从工序检、巡检到成检、荧光
探伤，厂房里处处可见她忙碌的身影。她带领团队
创新采用“双人复核制”，有效杜绝了不合格品流入
市场。在她的努力下，整硬检验室配合公司顺利完
成 2024年产值。她累计加班 598小时，为订单按期
交付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技术细节，全
年提出工艺改进建议 23项，成功避免了质量问题，减
少了返工成本。在荧光探伤检测中，她凭借丰富的
经验发现微裂纹隐患，及时拦截了潜在事故风险。
她忠于初心，彰显巾帼本色，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产品
质量生命线。

赵丽不仅是业务能手，更是团队建设的推动
者。在公司改制后人员变动较大的情况下，她积极
响应“结对帮扶”计划，主动承担起培养新人的重
任。她毫无保留地将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给 6名新
同事，帮助他们快速掌握检测技能，熟悉质量管理

流程，为陕硬质检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她以“质量
是生命”为信念，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女性“敢
担当、能创新、善作为”的精神风貌。在她的影响下，
质量管理部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团队凝聚
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为陕硬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实保障。

褪去工装的赵丽，是小区里有名的“巧手妈
妈”。丈夫在外地工作，她默默承担起照顾年迈老人
的责任，对家人关怀备至，默默付出，从不抱怨。工
作之余，厨房里总是飘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家常小
菜还是精致点心，她都信手拈来。家里布置得温馨
舒适，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她的用心。正在上大学
的儿子每次回家，总能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赵丽
用行动告诉儿子，什么是责任与担当。她的坚韧与
善良深深感染着儿子，让他懂得孝顺与感恩。她或
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平凡的付出却闪耀着最
温暖的光芒。她是家庭的支柱，是儿子的榜样，更是
生活中最美的风景。

工作中的赵丽，十五年如一日诠释着党员的
初心使命，展现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担当。
榜样如灯，照亮前路，她就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
钉，牢牢钉在质量检验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谱写着新
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之歌。

工作中的赵丽。（资料图）

通讯员 张蕾蕾

精益求精做好质量“把关人”
——记陕硬公司质量管理部检验员赵丽

近日，在咸阳市秦都区职业教
育中心新校区建设项目 EPC总承
包项目会议室里，一场特别的“擂
台赛”正在上演，传统施工方案与
新锐创意激烈碰撞。

以张坤为首的青年突击队，用一
个个打破常规的金点子，让老技术
员直呼“没想到”。

“按老办法用砖砌电梯井？”
看着设计图纸，突击队员小杨眉
头紧皱：“光是管线‘打架’就有
二十多处。传统砖墙需要支模、
砌筑、抹灰……工序叠罗汉，工
期拖不起。”

青年突击队队长张坤和建
设单位、设计单位查阅各类资料，
发现全混凝土一次成型建筑更适
合项目。这个发现让团队成员兴
奋地说：“既省工序又更结实，必
须试试。”

突击队员泡在 BIM模型里反
复试验，把电梯井设计成“钢筋混
凝土套装”：墙体与大楼主体同步
浇筑，省去二次砌筑；下挂梁同主
体一次浇筑成型，像给电梯门戴了
个安全帽。

铝模浇筑一次成型技术，让原
本需要半个月的工序缩短到 2天，
现场老师傅摸着光滑的墙面感叹：

“以前要五六拨人轮番干的活儿，
现在一次就搞定了。”

突击队的账本算得精细：省去
砌墙、抹灰等 6道工序，材料费从 8项减少到 2项。
当财务算出节省费用 15%时，连项目经理都惊讶：

“这些年轻人真会过日子。”
更让团队骄傲的是，新工艺让墙体裂缝问题减

少了 80%。安全员小郭举着检测仪说：“现在门洞结
实得能抗住地震。”

突击队的创新不局限在电梯井，屋顶找坡材料
换成“泡沫混凝土”，像挤奶油一样轻松找平；地下车
库地基处理改用素土挤密桩，省下 240吨水泥；施工
道路永临结合，减少 60%建筑垃圾……如今，工地上
流传着“有难题，找青年突击队”。

这支平均年龄 26岁的青年突击队，用BIM技术
当“翻译”，把复杂图纸变成施工指南；用创新思维做

“钥匙”，解开了一个又一个工程难题。他们的故事
告诉我们，工地不仅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更是青春
智慧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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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清晨，陕西交控绥定
分公司子洲收费站收费员曹跃惊喜
地发现，平日里严肃的站长刘程正
坐在001号收费岗亭，认真核对货车
绿通证件。

这是该公司“管理干部能力重
塑计划”的生动缩影，通过“管理下
沉+数字练兵+轮岗互鉴+融合升
级”四维联动，让大家在这个春天开
展了一场“能力大练兵”。

管理下沉
干部“变形记”解决一线难题
“今天不当指挥员，只做战斗

员。”该公司12名收费站管理人员集
体“回炉再造”，开启了“三阶成长”
闯关模式。

第一关是在“劳动技能竞赛系
统”完成20车次全流程模拟，智能考
评系统像“电子考官”一样全程盯
梢；第二关是拜业务能手为师，跟着
学习特情车辆规范放行的“指尖艺
术”、绿通查验的“火眼金睛”；第三
关是8小时“窗口生存挑战”，直面司
乘的“灵魂拷问”。这场“沉浸式体
验”让管理者解决了 6个一线难题，
优化了 2项业务流程，真正让决策

“落地生根”。
数字赋能

手机里的“超级练兵场”
“叮！您有新的春训任务待完

成。”每天8时，“高速学堂”智慧平台
准时唤醒职工。这个“指尖上的练
兵场”暗藏玄机：智能组卷系统如同
私人教练定制训练菜单，能力图谱
精准“点穴”薄弱环节。

在 ETC 特情处置“实景剧本
杀”中，职工查验准确率飙升至
99.6%，车辆通行速度提升了 5%。
数据显示，全员平均答题速度提升
了 40%，传统培训从“大水漫灌”变
身“精准滴灌”。

轮岗互鉴
兄弟站“联姻”催生“化学反应”
“东坑收费站的车道保畅机制

值得借鉴。”靖边西收费站收费员张
智在跨站轮岗时感慨。该公司两个
收费站开启了“双站互训”模式，每天
有8名职工轮岗学习特情处置“黄金
30秒”、文明服务“微笑曲线”等秘籍。

兄弟站“联姻”后，跨站轮岗让
大家的业务达标率提升了25%，应急
响应时间缩短了 30%。职工笑称：

“现在去兄弟站就像回娘家，连食堂
师傅都认识我了。”

该公司将进一步开展“春训+”
活动，重点打造应急处置“秒级响
应”、建立人才梯队“成长地图”。这
场春天里的“突围”，不仅锻造出“业
务精、服务暖、管理智”的收费尖兵，
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春训突围”锻造高速尖兵
通讯员 王 雪

近日，陕煤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开展“‘锋’华正茂 相约春天”主
题团建活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 通讯员 王蓓蕾 白浪 摄

4月 4日，在桥山山脉深处，一列列钢铁巨龙穿越
生芝渠车站驶向远方。生芝渠车站像一枚被岁月磨
亮的铜纽扣，安静地扣在苍翠的山谷间。和很多小站
一样，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站台，没有电子屏跳动的
时刻表，只有两条铁轨，蜿蜒着刺破云雾，将深山的
呼吸与远方的脉搏悄然融合。

车站西北角的山脊上，20余座青灰色墓碑面向
铁轨静静矗立。时针回拨至 20世纪 70年代，甘钟铁
路开山的炮响，第一次震彻桥山的山谷。在“钢钎凿
日月，铁轨系山河”的建设岁月里，20余位建设者将
生命永远定格在隧道贯通的前夜。甘钟线第一代建
设工人含泪将战友安葬在可望见站台的山脊，自此开

启了跨越世纪的守护契约。生芝渠车站职工，在烈士
墓前书写着“守护者”的忠诚答卷。

“清明扫墓、描碑，这是车站建站以来的传统。”
现任站长渠斌抚摸着褪色的墓碑说。这座刻着“刘
子华烈士之墓”字样的石碑，在岁月侵蚀中依然保持
着端正的笔迹——这正是数代职工接力描红的成
果。职工们用红漆填补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对历史记
忆的郑重承诺。

2025年清明祭扫现场，1994年出生的值班员张
航手持铁锹，仔细清理着墓区的杂草。这个动作，他
的师傅们已重复了 24年。从新兵到站长，渠斌始终
记得第一次参加祭扫时老站长的叮嘱：“修整好每块
墓碑，这是车站的责任。”

“第一次描红手都在抖，生怕写歪了前辈的名

字。”张航凝视着师傅示范描碑的背影，这个年轻的
值班员如今能准确说出每位烈士的名字。

当电气化改造后的和谐型机车首次驶过生芝渠，
张航特意在烈士墓前播放了列车鸣笛的录音。“当
年，他们用铁镐钢钎凿出的线路，如今跑起了现代化
机车。”新一代铁路人依旧践行着守护的誓言。

山风掠过松柏，新描红的碑文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渠斌与张航向墓碑敬礼，远处传来悠长的汽笛
声，仿佛在与历史对话。不知道描红了多少碑文、清
理了多少杂草，他们传承着烈士的精神，用青春守护
着这段用生命铺就的铁道线。

一列列列车正从电气化铁轨上飞驰而过，渠斌和

张航返回站台。他们的鞋沾着泥土，衣角还留着山
间松柏的气息。渠斌的工作日志里，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一行行简短的记录：清理杂草、描红墓碑。这些
看似寻常的细节，堆叠成一座跨越时间的精神丰碑。

山脊上的墓碑始终朝着铁轨的方向。当年建
设者用血肉之躯托起的钢轨，如今正被新一代守护
者用不同的方式擦拭、目送。当张航在值班日志上
签下名字时，远处又传来熟悉的汽笛声——这声音
曾穿越 1978 年的春天，此刻正回荡在 2025 年的山
谷里，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纽带，连接起建设与守护
的岁月。

一茬又一茬的野草还会生长，一场又一场的雨
水仍会冲刷碑文，但生芝渠的人知道，只要铁轨还在
延伸，山脊上的守望就永远不会缺席。

通讯员 赵宏亮 王振男 吴海文

青山埋忠骨 铁轨映丹心
——生芝渠车站职工守护铁路英烈记事

本报讯（通讯员 曹锋 李建党）4月 15日，延安炼
油厂举办了 2025年度反恐怖防范知识培训活动。

培训特邀延安市公安局反恐支队一级警长高
江华授课。高江华围绕石油石化系统反恐防范工
作标准和要求，结合《反恐怖主义法》，分别从当前
国内外反恐形势进行分析，着重讲授了重点目标单
位安全防范要点、安全防范建设、应对恐怖袭击防范
措施等。通过典型案例生动讲解了暴恐活动的特

征、危害及防范要点，并针对公共场所突发暴恐事件
的识别、避险、报警及协作处置流程进行了系统培
训。为检验培训效果，所有参培人员进行了反恐应
知应会笔试。

此次培训增强了全体员工“发现早、反应快、处置
妥”的安全理念。该厂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
反恐怖防范安全教育，推动安全防范措施常态化，为
构建平安企业注入坚实力量。

延安炼油厂举办反恐怖防范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