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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参观者观看人形
机器人弹钢琴。

4月24日，首届机器人全产
业链接会（FAIR plus 2025）在
深圳会展中心启幕，吸引约 180
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器人产业
链上企业参加。此次活动为期3
天，由深圳市机器人协会主办。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4月 22日，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多功能报
告厅内座无虚席。当日，省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劳
模工匠进企业、进学校宣讲活动在这里举行。劳
模杨大锚、杨银娟、豆河伟走上讲台，深情讲述他
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故事，点燃职校生
的技能成才梦。

华能铜川照金煤电有限公司的杨大锚率先登
台，分享了他曾经“闭关”两个月破解电厂AGC控
制难题的故事：“每天对着数据和图纸‘较劲’，最
终研发出专属算法，让公司增收超4000万元。”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渭河热电厂杨银娟讲
述了她的成长历程。“第一次站在汽机房，那些‘庞
然大物’让我瞬间收起了‘初生牛犊’的傲气。”杨
银娟回忆道，为扳动沉重的汽轮机阀门，“双手磨
出血泡是常事”，但正是这些艰辛让她悟出“创新
才能破局”的道理。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榆林供电公司豆河
伟的讲述，将全场观众带入毛乌素沙漠的风雪中。

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讲

述了对工作的热爱、对技艺的追求和对责任的坚
守，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学生赵思彤表示，劳
模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但每一句“我要试试”“再
坚持一下”，都让她很受触动，希望毕业后也能像
他们一样，在行业里闪闪发光。

“劳模工匠进企业、进校园宣讲活动是工会
组织通过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职
工思想政治引领、激发职工劳动创造热情的重要
形式。”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高莉表示，各级
工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劳模工匠进企业、进
校园宣讲活动打造成推进技术创新、培育先进典
型、弘扬劳模精神的平台，为深化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打造高
素质职工队伍作出积极贡献。

散场时，学生围住劳模提
问。窗外，纵横交错的树枝在阳
光照耀下，绽放出无限生机，报告
厅里的讨论仍在继续…… 扫一扫看视频

——省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劳模工匠进企业、进学校宣讲活动小记

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 欣

点燃职校生的技能成才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4 月 24
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第 134
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晓英看望慰问全
国劳动模范曹化桥、先进生产者白淑萱和先
进工作者林秀英，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省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樊树森等一
同慰问。

走访中，李晓英与劳模先进亲切交谈，悉

心询问大家的生活与身体健康情况，高度赞
誉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成绩，认真听取他
们对工会工作和行业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
议，表示劳动模范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要关心关爱劳模特别是高龄劳模，为
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

李晓英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深化“三
个年”活动、打好“八场硬仗”工作部署，充分

发挥劳模工匠的榜样力量和示范带动作用，
认真组织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助企行等活
动，建好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及联盟，鼓
励激励劳模工匠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立新
功。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广泛宣传劳模的先进事迹，为劳模创造良
好工作环境、解决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让劳
模工匠受尊重、享礼遇，让广大职工崇尚劳模
工匠、争当劳模工匠，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
西部示范作出更大贡献。

李晓英看望慰问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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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2日，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持续深化‘三个年’活
动、聚力打好重点领域攻坚硬仗”系列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咸阳延
续稳中向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均高于全国和
全省平均水平。

咸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冷劲松介绍，咸阳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深化开展“三个
年”活动，聚力打好“八场硬仗”，大力发展县
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加
快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建设秦创原科技
成果转化先行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取得新突破。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咸阳是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坚实，拥有
41个工业大类中的 35个。咸阳加快优化产
业结构，改造升级能化、食品、建材、纺织等传
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显示、新材料、高端装
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光子
等未来产业，促进传统动能焕新升级、新动能
积厚成势。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咸阳聚力打
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谋
划了一批牵引性、撬动性强的工作抓手。西

安交通大学创新港咸阳新区落户咸阳高新
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在咸
阳共建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陕西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连续两年居软科中国理工类高职院
校首位。

咸阳将开发区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
进新型工业化的主阵地，去年实现省级以上
开发区县域全覆盖。今年，咸阳着力推动要
素在开发区集中、功能在开发区集成、产业在
开发区集聚。

加快建设农业强市
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咸阳锚定农业强市目标，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
体发展，稳粮、优果、扩菜、强畜协同发力，农
业总产值、增加值稳居全省前列。

去年，咸阳粮食总产量超过 185万吨，实
现“二十一连丰”；水果产量超过 550万吨，居
全省第一；蔬菜产量达到 388万吨，设施蔬菜
种植面积41万亩、产量141万吨；泾阳是陕西
西红柿第一县，普罗旺斯西红柿深受消费者
青睐；羊乳产业是咸阳农业特色产业，咸阳通
过“产、加、销”融合发展，奶山羊存栏量超过
70万只，年产羊奶量近 16万吨，全产业链产
值突破100亿元。

咸阳茯茶制作技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咸阳弘扬传统技艺，提升标准化、智能化
生产水平，目前产量接近6000吨，综合产值超
过10亿元。

规模化、多元化发展的农业为食品加工

业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原材料资源，益海嘉里、
双汇、伊利、金沙河等知名企业先后落户咸
阳，咸阳也培育出红星软香酥、心特软、子祺
等本土优质食品加工企业。

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
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咸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力打造
支柱产业，促进结构升级，激活消费潜力。

咸阳深入挖掘郑国渠“天下第一渠”的文
化内涵，渠首遗址区于4月20日对外开放；谋
划实施秦直道遗址保护利用工程，不断擦亮
秦文化标识；开展汉唐帝陵保护专项行动，乾
陵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咸阳博物院
（新馆）5月动工建设，将全面展示咸阳厚重的
历史文化。

咸阳有亚洲最大的露天面馆，还有福园
巷子、咸阳老街等新晋打卡地，富有烟火气；
渭河穿城而过，形成万亩咸阳湖、万亩绿地，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

咸阳有特色民俗文化。袁家村去年接待
游客近千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12亿元。
除袁家村外，咸阳还有马嵬驿、龙泉公社等一
批乡村旅游体验地。

咸阳有优质的生态资源。咸阳北山最高
海拔 1800 多米，气候凉爽、绿树成荫；修建
在泾河上的东庄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陕西
的“小三峡”，蓄水完成后，将对周边区域气
候产生影响；咸阳推进东庄水库水利风景
区建设，全面开展泾河综合治理，打造泾河

“百里画廊”。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郝佳伟

咸阳：迈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更大步伐

黄昏时分，夕阳倾洒在西安阿旁宫遗址这片
土地上。

4月23日，陕西省总工会组织来自全省各行业
的200余名劳模工匠代表齐聚一堂，观看大型历史
舞台剧《赳赳大秦》，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悟工匠精神的千年传承。

开场前半小时，剧场前厅已是一片火热。省
劳模何亚军热情招呼同行的劳模工匠在“赳赳大
秦”字样前合影，记录属于劳动者的高光时刻。在
大厅中央，省劳模朱聪磊正举着手机拍摄穹顶上
《考工记》的鎏金篆刻。剧场走廊里，几名劳模拿
着节目单热烈讨论，对演出充满期待。

19时45分，剧场穹顶的宫灯骤然熄灭，演出伴
随着战鼓轰鸣声正式开始。当多媒体投影将秦代
兵器作坊“搬”上舞台时，全国劳模董宏涛颇为感
慨：“这都是当时的秦人工匠用双手锻造而成，浸
润着他们的汗水与心血，工匠精神的核心从未改
变，就是把每一件‘手中活’打磨成‘艺术品’。”

对于剧中“物勒工名”制度，全国劳模夏复山感
触尤深：“秦人在箭镞刻下工匠名号追责，和我们在
零件打上溯源编码如出一辙。技术会发展革新，但

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基因早已融入血脉中。”
当终场灯光亮起，全场劳模工匠热烈鼓掌。

这掌声，不仅是对演员的赞赏，更是对千年工匠精
神的致敬。

全国劳模陈思扬在散场后仍心潮澎湃：“这一
幕幕历史场景展现了秦人‘事无巨细，必究其理’
的执着与‘万人操弓，共射一招’的协作精神，作为
新时代技术工人，我们要用工匠精神去学技术、搞
创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此次活动是我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
之际，为劳模工匠送上的一份饱含敬意与温情的
节日贺礼。”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省
总工会始终将劳模工匠关爱服务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秦人、秦声、秦匠……灯光渐
暗，剧场内劳模工匠关于演出的
讨论仍未停歇。昔日，秦匠以绳
墨规矩成就“六合同风”；今朝，劳
模工匠正在各行各业用技术和创
新续写新的传奇。

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 欣

赳赳秦风砺匠心
——陕西200余名劳模工匠共赴“跨时空”对话

扫一扫看视频

芳菲与书香共绽。4月 23日，渭南市蒲城县
迎宾路工会驿站内，一位外卖骑手拿着一本书
问询着：“这些书能借回去看吗？”这是陕西工人
报社与蒲城县总工会共同举办的“中国梦·劳动
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蒲城县职工阅
读活动的一幕。

书香盈袖淬匠心，墨韵润心启新程。
“少见人，多读书，遇人谦，出言慎。”清代政治

家王鼎的家训，已成为蒲城当地人根深蒂固的处
事准则。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宏庆
说，倾心打造“书香工会”，借历史名人赋能，后续
还将围绕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联合县文旅局整合
县域内杨虎城纪念馆、包森纪念馆、王鼎纪念馆、
蒲城林则徐纪念馆等教育基地，创新打造职工思
想教育联盟，常态化开展职工思想教育活动，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活动现场，县人社局等 12家单位的图书捐赠
仪式温暖人心。驿站负责人坦言：“这是滋养职工
心灵的沃土。”展板熠熠生辉，读书打卡点欢声笑

语，快递员一句“阅读空间太贴心了。”道出众多劳
动者的心声……

这项活动是陕西工人报社服务全省职工读书
活动的举措之一。今年以来，陕西工人报社充分
发挥主流媒体优势，通过“三个聚焦”为职工读书活
动赋能：聚焦全媒体传播，让书香故事“上云端、入
人心”，在新媒体平台推出《劳模读书会》《劳模读
书》等视频专栏，打造全民阅读的“工会样板”；聚焦
一线阅读者风采，用镜头记录职工读书的动人瞬
间，用笔触书写“阅读改变人生”的鲜活故事；聚焦
讲好讲深讲活“陕西工人大思政课”，搭建“阅读+
创作+展示+思想引领”一体化平台，让职工智慧结
晶从生产一线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让基层声音汇聚成时代强音。

参与活动的职工表示，在知
识赋能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这场
活动真是一堂生动的“陕西工人
大思政课”，必将汇聚成推动陕
西高质量的精神动能。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 青

让书香故事“上云端、入人心”
——蒲城县职工阅读活动启动

扫一扫看视频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
反复性，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只有坚定决心信心，将八项规
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抓常、抓长，
方能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

从整治“会所里的歪风”、狠刹“舌尖上的
浪费”到严查“车轮上的腐败”，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的破题
之举，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
问题突破，以小切口促成大变局，推动党风政
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与此同时，当前作风建设仍然面临不少
挑战：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
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一些不良风气一时
压下去了，如果不较真、还是会卷土重来；一

些“四风”问题隐形变异，违规吃喝“转移阵
地”、超标报销“改头换面”、送礼收礼“披上外
衣”、公款旅游“声东击西”等现象时有出现；
有的地方和单位患上“疲劳综合征”，松劲歇
脚，以致旧弊未除、新弊又生等等。

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面对世情、
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保持常抓的
韧劲、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
建设要长效，推动社会风气好转。

抓常，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各级
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

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
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
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
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

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
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
靠制度。要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
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彻
底走出“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
的怪圈。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广大党员干部要
切实强化攻坚战、持久战意识，保持韧劲、善
始善终，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
向志强

4月24日，搭载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
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进入预定轨道。目前，航天员乘组状
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韩启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