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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微 博微信公众号 抖 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牟影
影）6 月 5 日，记者从省政府获
悉，省政府认定潼关县工业园
区等 11 个工业园区为省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享受省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相关政策。

1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别为陕西潼关经济技术开发
区，主导产业为有色金属加工、
资源循环利用和特色食品加工；
陕西华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
产业为医药健康、环保新材料和
先进制造业；陕西华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主导产业为精细化工、
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陕西延
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为
高端能化、清洁能源和特色农产
品加工；陕西富县经济技术开发
区，主导产业为现代化工、新型

电力和优质农产品加工；陕西榆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主导产业为现代煤化工、新材料和纺织
业；陕西神木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为智能
装备制造和新型循环材料；陕西略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主导产业为新型材料和绿色食药；陕西
洋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为有机食品制
造、新型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陕西汉滨经济技
术开发区，主导产业为富硒食品制造、纺织服装服
饰和新材料；陕西镇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
业为新材料和绿色有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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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工作人
员在一组新材料应用
产品展示台前向参观
者做介绍。

当日，以“走向碳
中和之路”为主题的
2025上海国际碳中和
技术、产品与成果博
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开幕。本届博
览会围绕“应用驱动
绿色转型”，由主题展
览、系列论坛、贸易对
接三大板块构成，来
自德国、荷兰、日本、
英国等 15 个国家和
地区的逾 300 家行业
企业全方位展示全球
碳中和领域的前沿成
果与实践。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传技艺、带高徒、解难题、创实效”，6月4
日，记者走进全国劳动模范、中煤科工西安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技能专家李浩儒的创新
工作室，中央位置悬挂着12个大字。

“这些字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什么。”李浩
儒诚恳地说。25年来，从普通车工到全国劳
模，他用一把车刀雕琢出中国煤矿装备的精
度，以创新精神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让

“匠心传承”在煤机制造领域生根发芽。

淬火成钢：从学生到工匠的蝶变之路

“小时候，我也是邻居眼中那位‘别人家
的孩子’。”李浩儒简单的一句话打开了我们
聊天的话匣子。

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李浩儒家的墙上，奖
状糊了一层又一层，亲戚见到他父母都说：

“这孩子是读书的料。”
由于家庭变故，李浩儒选择了学费低的

技工院校，将他的人生引向另外一条路。“在
技校学习时，我一刻都不敢放松，图书馆是平
日消遣的地方，自习室是永远的阵地，实操间
是最喜欢的区域。”李浩儒说。

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国煤
科西安研究院。当时，他实操考试的表现还
引起了现场考评专家的兴趣：“小伙子，干得
不错！是块‘料子’！”

进入车间后，李浩儒将“把事情做完美”
视为底线。2003 年接触数控机床时，面对
满屏英文指令，他在车间“啃”了半年英文
手册，最终考取数控车工技师资格；2012年
备战技能大赛，他利用国庆假期和周末，在

车床前练到手臂旧伤叠新伤，最终从 60 名
选手中夺魁。

这种“不服输”的执念，让他从“别人家的
孩子”转变为车间里的技术标杆。李浩儒常
说：“工人到工匠很近，只有一字之差；工人到
工匠又很远，需要用心打磨。”

如今，李浩儒已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技术能手、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大国工
匠等荣誉称号。

破局攻坚：从技术革新到国产化突围

“我是一名工人，要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我是一个技术能手，要把产品做到最好。”李
浩儒说。

2015年，以李浩儒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成
立，墙上的12字信条成为攻坚号角，“李大师”
也成为他的另一个名字。

有一天，领导说：“李大师，逆止阀国产化
替代，你能不能完成？”这正是他那段时间一直

思考、想解决的问题，于是便立下了军令状。
面对阀体承受高压泥浆反复冲刷的现

状，表面强化工艺成为研究的关键。他和团
队试验了17种材料、20多个工艺，都失败了。

一次夜里，当他在灯光微弱的车间里，
盯着报废的阀体发呆时，突然想到能否借鉴
航空和石油装备零件表面强化技术。于是，
他带领团队走访考察企业、机构，开展技术
交流、工艺探讨……通过数据分析和数次现

场试验，历时多半年，突破了工艺技术壁垒，
研制出首批国产化逆止阀，在煤矿井下实验
中表现良好，性能堪比进口，成本下降 50%
以上，成功实现了逆止阀的国产化替代。

发明复合片干喷工装、螺旋槽铣床轻量
化快换刀盘设计与制作、研发的废旧刀片修
磨再生技术……一次次地成功，他创新的劲
头越发强劲。

目前，工作室累计攻克23项技术壁垒，50
余项技术革新，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500万元。

其中，潜心研究尼龙加工技术，破解定向钻机
配套钻具的加工难题，助力煤矿井下定向钻
进创造3353米的世界纪录。

“有困难，找大师”也成了同事的口头禅。

薪火相传：从独当一面到匠心燎原

一名工匠，不仅仅要追求“产品的极致”，
更重要的是追求“匠心的传承”。

“我的技术再好，也只能贡献 30来年，如
果能带出一帮好徒弟，就等于我的工作时间
延长了数百倍。”李浩儒说。

当徒弟李颖平在参加陕西省职业技能大
赛前，因频繁打刀情绪濒临崩溃时，李浩儒连
夜赶到训练场，手把手示范梯形螺纹车削技
巧，陪徒弟渡过困难时刻，最终助其斩获冠军
并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在他的工作室，“一群人、一件事、一条
心、一起拼、一定赢”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如
今，李浩儒的徒弟中有 12名技能骨干，46人
次获得中央企业技术能手、陕西省技术能手、
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等荣誉称号，23人取得技
师及以上资格等级。

“看到徒弟们一次次走上领奖台，我特别
骄傲，这比我自己拿奖还高兴。”李浩儒说。

当被问道“成为劳模后，最怕什么？”
“最怕自己停下脚步，要保持奔跑者的

姿态，将荣誉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李浩儒
坚定地说。

车刀雕琢匠心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牟影影

——记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煤科西安研究院李浩儒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宁黛艳）6月 5日，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陕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就业服务领域、生
活救助领域、养老保险领域、住房保障领
域、粮食安全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已于日前发
布。通知明确，要按照确定的财政事权，合
理安排预算资金，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切实
落实支出责任。

在基本就业服务领域，针对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援助，方案将对符合规定的用人单位
和就业困难人员发放的社会保险补贴、对城
镇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发放的
岗位补贴、对符合规定就业援助基地发放的
就业帮扶奖补等，确认为省级和市县共同财
政事权，由市县承担主体责任和兜底责任，
省级财政按照基础因素、投入因素、工作成
果因素和重点工作因素等予以适当补助。
创业服务方面，将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等群体发放的一次性
创业补贴等，确认为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
权，由市县承担主体责任和兜底责任，省级
财政按照基础因素、投入因素、工作成果因

素和重点工作因素等予以适当补助。就业
信息服务方面，将为符合规定的劳动年龄人
口提供就业信息服务，按照服务开展主体，
分别确认为省级或市县财政事权，由省级或
市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在基本生活救助领域，针对困难群众救
助，方案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临时救助、孤儿基本生活费、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
本生活补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确认为省
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由市县承担主体责
任和兜底责任，省级财政按照困难群众人
数、财力、绩效等因素予以适当补助。残疾
人服务方面，将残疾人康复、残疾人托养和
照护服务、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
临时救助，确认为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
权，由市县承担主体和兜底责任，省级财政
根据工作任务量、财力、绩效等因素给予一
定补助。

在基本养老保险领域，对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方案将地方财政负担的养老金
调标补助责任确认为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
事权，由省级和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

任。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将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按供养人员
隶属关系确认为省级或市县财政事权，由省
级或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对于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补贴，确认为省级和市县共同财
政事权，由省级和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
责任。将为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等缴
费困难群体代缴养老保险费，确认为省级
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由省级和市县财政
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将省级政府确定的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确认为省级财政事权，
由省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在基本住房保障领域，针对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方案将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直接
相关且不摊入售价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确
定为省级与市县共同事权，市县承担主体责
任，省级财政根据建设任务量、财力状况、绩
效评价结果等对市县给予适当补助。将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水电路气等配套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造、房屋公共
区域修缮、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等确定
为省级与市县共同事权，市县承担主体责

任，省级财政根据改造任务量、财力状况、绩
效评价结果等对市县给予适当补助。针对
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将符合条件的农
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的农村危房改造
确定为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省级财
政根据年度计划、绩效情况、财力状况等对
市县给予适当补助，市县财政按一定比例承
担支出责任。

在粮食安全领域，针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方案将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的编
制、技术规范制定，项目评审验收抽验等事
项，确认为省级财政事权，由省级承担支出
责任。在种业振兴方面，将具体开展良种
培育与技术攻关，种业育繁推能力提升等
事项，确认为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由
省级和市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省级根据
各市县承担攻关品种、运用关键育种技术、
科技攻关难度与综合成本、市县种业育繁
推企业分布及育繁推成果等因素，对市县
予以适当补助。将生产用种保障，落实推
广使用优质品种，开展种业市场监管与执
法等事项，确认为市县财政事权，由市县承
担支出责任。

陕西明确基本就业服务等领域
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合理安排预算资金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妍
言）6月5日，记者从“‘深化六个改
革’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安
实践”新闻发布会获悉，西咸新
区、高新区、经开区深化产业升
级、民生改善、创新引领等领域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产业升级激发动能。西咸新
区加速构建“4+1”（高新技术、先
进制造、现代服务、文旅体融合、
都市农业）现代产业集群，建成投
产 70个重点项目，全年签约落地
优质产业项目 202个、总投资 885
亿元；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450家、增长 56.6%，增量居全市
第一。高新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光电子信息、汽车两个产
业产值均突破千亿元，新能源汽
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产业
规 模 分 别 占 全 市 的 93.6% 和
58.6%。经开区践行工业立区、产
业强区，2024年，全区 332家规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突破2460亿元。

民生改善增进福祉。西咸新
区共新建成投用学校9所、新增学
位1.3万个；成立试运行急救调度指挥分中心，家庭病
床建床数突破 1000张；全面完成“保交楼”和年度“保
回迁”“保交房”任务。高新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56
万人；实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区“两区同创”，新增打造新优质学校 5所，打造

“智慧校园”示范校 21所。经开区建成经开十校等 5
所学校，实现建元一路等 11条道路通车，投用 9家基
层医疗机构，打造 12个高品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创新驱动引领发展。西咸新区发挥秦创原总窗
口动能，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 350亿元、入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 6878家；实施 164项年度重点改革任务，12
项改革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30余项在全省复
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新增创新案例 9项，其中探索科
创企业融资租赁业务新模式为全国首创。高新区新
获批 19个省级新型研发机构、11个市级工程研究中
心，市级及以上工程研究中心数量占全市 55%以
上。经开区全年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项目超 100个，新
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31家，技术市场合同交
易额达到 2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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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为推动节约能源
法全面有效实施，促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
节能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 5日启动节约能源
法执法检查。

节约能源法自 1998 年 1 月 1 日实施，并于
2007年、2016年、2018年进行了修改。

记者 5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节约能源法执
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为全面深入
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此次执法检查采取实地检查
与委托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检查组将赴天津、江
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市）开展实地
检查，并委托北京、河北、山西、吉林、上海、重庆

等省（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节约能源
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
查、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
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
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检查组将重点检查 8方面内容：落实节能管
理制度情况，推进重点领域节能工作情况，重点
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情况，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情
况，实施节能激励措施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情况，法
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节约能源法修改
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节约能源法执法检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妍言）6月 5日，记者从西
安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第六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
将于 6月 19日至 21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
办，西安市数据局等相关单位承办，以“数聚西安
智造未来”为主题，全方位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成果和
发展趋势。围绕数字西安建设、数字化转型和平台
建设、国际合作等领域展开，数字西安集团、华为等
领先数字技术企业将集中设展，同时邀请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
泰国等国家的重要城市政府及高校、企业代表团参
会。展览展示总面积 1.6万平方米。

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6月19日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于欣 张悦 郑婷）近日，陕西省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班在陕西
工运学院举办。来自西安、宝鸡、咸阳、铜川、延安、
榆林和杨凌示范区的 160名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顺
利结业。

此次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系列培训是推动《陕西
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实施的重要举措，旨在构
建覆盖省、市、县、乡镇（街道）四级的专业化监督队
伍，全面提升我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法治化水
平，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此次培训课程紧扣《陕西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条例》中十三项重点监督内容，聚焦劳动合同、工资
福利、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等热点，采用“理论筑基+
场景实训”双轨模式，特邀省内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
领域专家、高校法学教授、基层优秀人民调解员组成
专业师资团队，以理论与实践交融的教学模式为学
员深度赋能。课程内容既系统讲授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理论实务，又嵌入社保维权、公司法等关联专业模
块，联动未央区总工会“小蜜蜂”劳模调解室、灞桥区
职工法律服务中心等实践阵地开展现场教学。培训
结业考核合格者将获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证，实
现持证上岗的职业进阶，全方位助力学员成长为守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专业“护航员”。

今年我省将举办 5期线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
题培训班，覆盖全省十市一区及八个省级产业工会，
培训监督员 400人。陕西工运学院作为培训主办单
位，将持续聚焦全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人才培养，着
力造就更多职工信赖的“权益守护者”、企业发展的

“和谐奠基人”，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赋
能陕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2025年全省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员专题培训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