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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薛生贵）7月 28
日，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洋作了《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
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 1月至 2025年 6
月，全省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43555件，
审结 40153件。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坚
持司法为民，以行政审判保障民生福祉。
在加强人民群众诉权保障方面，我省印发
《关于加强立审衔接、统一行政案件起诉条
件审查标准的意见》，引导当事人围绕核心
争议提起诉讼，防止程序空转。

在推进行政纠纷源头预防方面，我省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紧
紧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推

动建立行政争议化解平台（线上）67个，行政
争议化解中心（线下）36家，为群众解决行政
纠纷提供更加多样、便捷的方式，有效扭转
行政诉讼案件持续增长态势。2023年全省
法院新收行政一审案件同比下降9.73%，降
幅居全国首位，2024年持续下降5.56%，受到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委充分肯定。

“做实行政争议实质化解”。2023年
以来，我省树牢“一个纠纷一次解决”理念，
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推行群体性诉讼
示范裁判，力促案结事了政通人和，2024
年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请再审率同比分别

下降5.92和14.18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又
分别下降25.84和3.06个百分点。

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方面，全省
法院坚持把维护民生权益、促进公平正义
贯穿行政审判全过程，审结工伤认定、养
老保险、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行政案件
6787件，监督纠正“顶格处罚”“小过重罚”
不当行为。安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邻里

“有偿拼车”案，判决撤销旬阳市交通局以
非法营运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法确认邻里
互助性“有偿拼车”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广
泛认可。

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西安市各个工人文化宫内陆续亮起的灯光，正
为这座城市点亮另一种文化温度。“白天上班，晚上
学艺”已成为许多西安职工的新生活方式，“8小时

之外”愈发丰富多彩。如今的职工夜校发生了哪些
新变化？连日来，笔者探访了西安市多个工人文化
宫的职工夜校，去寻找“破”与“立”的答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强）7
月 28日，安康市岚皋县在岚皋广
场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向
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送
去防暑降温物资，并向他们致以亲
切问候和崇高敬意，让大家在炎炎
夏日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
织的关怀与温暖。

近日，第三届巴山汉水“陕西
村BA”体旅促商贸活动如火如荼
开展之际，岚皋县又迎来持续高温
天气，市容环境卫生、道路交通保

障、旅游服务接待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广大劳动者不惧酷暑、坚守
岗位，用行动彰显了责任与担当。
岚皋县要求各部门落实好防暑降
温措施，科学合理安排工时，避免
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连续作业，确
保户外劳动者的人身健康安全。

据悉，此次慰问活动由岚皋县
总工会准备了 1100 多份清凉物
资，向服务“陕西村BA”体旅促商
贸活动以及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
者发放。

岚皋县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郝佳伟）7月
28日，记者从陕西交控集团获悉，其建
成的 18处高速公路“司机之家”已全面
向货车司机开放免费基础服务。

货车司机常面临停车、休息、如厕难
等问题，影响健康且存在安全隐患。陕
西交控集团聚焦此痛点，持续推进“司机
之家”建设，已覆盖陕北、关中、陕南三大
区域，形成沿主要高速干线分布的服务
网络，目前宁陕、渭南西、金丝峡等18处

服务区“司机之家”已建成，横山、眉县、
蓝田等 3处服务区“司机之家”正在施
工。2025年还将新建志丹服务区、靖边
南服务区等2处“司机之家”。

这些“司机之家”按“统一标准、免费
基础、精准配套”要求建设，提供两类服
务。免费基础服务包括 24小时热水供
应（饮水、洗漱）、免费饭菜加热（配备专
用微波炉）、免费淋浴（独立隔间，24小
时开放）、免费洗衣（自助洗衣机）及手机

充电；延伸关怀服务则有临时休息室（可
免费小憩）及创可贴、晕车贴、藿香正气
水等应急物品。

为确保服务质效，服务区建立动态
反馈和快速响应机制，定期开展满意度
调查。数据显示，18个“司机之家”日均
服务货车司机超 200人次，成为司机们
交流“信息站”、政策宣传“微课堂”和情
感寄托“心灵港”。在子洲服务区，司机
们自发组建“互助群”，共解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武宏林 李丹
丹）7月是各项工作冲刺攻坚的“黄
金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引信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科研生产人员坚守试
验外场，全力保障试验验收和保供
交付。为了鼓舞干劲，近日，组织人
员赶赴格尔木和阿拉善靶场，向坚
守在一线的科研生产试验人员送去
关怀与问候。

在试验现场，他们详细了解试
验进展和高温天气下大家的工作
状态、试验作业防护、劳动保护落
实及日常用餐、交通出行等情况，
还就作业现场隐患排查、应急处置
等方面内容与现场试验人员进行
沟通交流。此次慰问为试验一线
人员带来了温暖和关怀，大家纷纷
表示，在单位的支持和关心下，将
更有信心和动力克服困难，一定坚
守岗位、勇战高温，合理安排调息作
业，落实落细各项防暑安全措施，为
圆满完成各项科研攻坚任务贡献
力量。

①7月24日，陕煤蒲白矿业白水马南社区举办“薪火筑梦，
夏韵颂党”职工群众纳凉晚会，让职工群众在清凉夏夜共享文
化盛宴，凝聚奋进力量。 通讯员 周豹 摄

⑤7月中旬以来，西安石油专用管公司工会开展一系列“清凉工
程”，精准破解夏日“烤”验，护航高温保供。 通讯员 王敏娜 摄

④近日，中国兵器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一线职工
送去包括无糖茶饮、纯净水和洗化用品的

“清凉礼包”，提升职工幸福感、获得感。
通讯员 李晓青 摄

①①

7月27日，伴随着落日余晖，晚上7时，西安市工人
文化宫的垫上普拉提教室里，学员尚鑫正在认真拉
伸。从土门工人文化宫的瑜伽课到边家村工人文化宫
的书法班，这是她第三次参加职工夜校的课程。“因为
职工夜校，让我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也体验到了不
一样的乐趣。”尚鑫笑着说。

像尚鑫这样的学员，在西安各工人文化宫比比皆
是。27岁的杨尚育在小寨工人文化宫学习无人机课
程，笔者见到她时，她正在进行无人机实操练习。“我的
无人机买了很多年，但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一直不敢
飞，看到文化宫开设了这门夜校课程就立刻报了名。”
看着自己越来越熟练的操作手法，杨尚育说，下一次她
要挑战爵士舞课程。像她这样在夜校重拾兴趣的年轻
人，正成为文化宫里的新风景。

“用腹式呼吸，吸气时腹部鼓起，呼气时缓慢均匀，
声音集中在鼻腔和头腔，避免单纯用喉咙发声……”跟
着三意社秦腔演员屈苏红学习发声技巧和唱、念、做、
打，冯小安的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今年59岁的他是一
位资深戏迷，也是土门工人文化宫秦腔课的一名学
员。“以前只在舞台和电视上看过秦腔，没想到还能跟
着三意社的艺术家学习秦腔，嘹咋咧！”冯小安说，他想

通过这门课程更加深入地了解秦腔艺术，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

边家村工人文化宫的书法教室里墨香四溢，陕西
省书协理事、西安市职工书协副主席赵刚正在为学员
授课。“这期课程主要针对书法零起点和隶书爱好者开
设，共设10讲20节课，涵盖隶书章法布局、《曹全碑》临
习、集字创作及书法欣赏等内容。”赵刚说，每一位学员
都认真听讲，全神贯注地练习，在他们身上自己看到了
职工们对书法的热爱。“书画协会的副主席亲自授课，
这种师资在外面很难得，学习机会非常宝贵。”学员王
伟表示。

拳头击打护具的闷响在训练馆内炸开，汗水随着
一记凌厉的摆拳甩落在拳台上，纺织城工人文化宫职
工夜校暑期拳击集训班的学员们，正在这里上演一场

“硬核”夏日对决。7月19日，职工夜校暑期拳击集训班
汇报展示正在进行，20余名学员用飒爽英姿为课程画
上句号。

从传统的技能培训到书法、秦腔、AI基础应用、剪
辑等多元化课程，职工夜校的转型背后，是职工学习需
求的转变，也是工会服务走向大众化的缩影。这一幕
幕生动场景，共同绘就古都夜晚的新画卷。

职工夜校焕发新活力

自今年 4月起，西安市各个文化宫整合课程项目，
通过工会搭台、专业授课、职工受益的模式，统筹规划，
创新报名形式，利用“指尖工会”线上报名系统，为职工
群体打造了一片“八小时外”的文化充电站。

“报名人数远超预期，课程供不应求！”7月过半，西
安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为下一期课程筹备
忙碌着。培训部负责人白宇洋坦言，以前职工夜校的
核心是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而现在文艺类课程占了
大头，大家开始在八小时之外享受生活。

笔者看到，如今各个文化宫的职工夜校，声乐、普
拉提、舞蹈、书法等课程备受欢迎。“每门课程结课后，
我们会进行职工群众课程意向调研，统计投票率，依据
投票结果决定课程内容，再根据资金，确定每一期开课
数量。”小寨工人文化宫工作人员张亚丽说，如果学员
对已经结课的课程期望值依旧很高，会依据实际情况
继续开课。

“职工书画协会在我们这儿扎根多年，周末公益课
堂早已形成规模。”边家村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负责人
聂朝莉介绍，过去文化宫的培训虽持续开展，但受限于
宣传渠道，受众以中老年人为主。随着职工夜校的火
爆“出圈”，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整合原有资源，迅速“引
爆”职工热情，大量年轻人也纷纷加入。

“我们根据职工留言、问卷和课堂反馈动态调整。
为了照顾到每一位学员，每节课都会录制上课视频，课
后发给学员，便于回放学习。”聂朝莉说，书法课因为需
要长期练习，采用“线下授课+线上辅导”模式，学员每周

提交作业，老师直接在微信群点评，有问题及时纠正。
“很多学员说，年轻时没条件学的爱好，在这里实

现了。”纺织城工人文化宫培训负责人牛菁坦言，过去
职工对文化宫的认知多停留在“能放电影”，如今职工
夜校迎来更多年轻人走进来，看到了文化宫的新面貌。

“市面上一节课程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而文化
宫坚持公益办学原则，职工夜校基础课程免费向职工
开放。”土门工人文化宫相关工作人员说，尽管如此，职
工夜校的师资力量也不容小觑，部分课程聘请行业内
知名专家授课，组建师资库。

在即将开设的中式传统插画工艺课上，边家村工人
文化宫邀请西安市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能手
梁旻担任授课老师。“文化宫将构建多元化授课团队，从
企业技术能手、高校专业教师、行业专家以及文化宫业
务骨干中选拔授课教师。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推动劳模工匠走上职工夜校讲台。”聂朝莉表示。

如今，各个文化宫每期报名“秒光”，学员年龄横跨
20岁至50多岁，覆盖机关、医院、学校、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等多元群体。“以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宫有夜
校，甚至不知道文化宫的存在，自从职工夜校‘火’了，
越来越多的职工了解文化宫，认识文化宫。通过工会
平台，更多人发现文化宫不是‘老年活动中心’，而是职
工提升自我的阵地。”白宇洋说。

文化宫职工夜校的转变，不仅是场所功能升级，更
是职工精神生活的丰富，跨年龄、跨行业交流，让职工放
松身心的同时，也让夜幕下的职工夜校焕发新活力。

按需点单让职工重拾“生活味”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工队伍建设和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
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机制。

西安市各个工人文化宫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以职
工需求为导向，推出职工夜校项目，助力职工成长成
才。通过“职工点单、工会开班”的模式，精准对接职工
需求。工人文化宫职工夜校的兴起，不仅承载着新时
代职工的精神追求，更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在西安市总工会最新出台的《加强市总直属工人
文化宫职工夜校管理十条措施》中，“标准化”成为贯穿
始终的关键词。这份文件不仅明确了夜校的办学模

式、课程体系和运营规范，更试图通过制度化的管理，
让职工教育真正成为一项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新规首次提出“统一调配”机制，全市各文化宫的
场地、设备和师资实现共享，并建立季度协调会制度。
这种集约化管理模式，既能避免重复投入，又能让优质
教育资源流动起来，惠及更多职工群体。

职工夜校的核心在于课程是否真正满足需求。值
得注意的是，文件特别强调课程的动态更新机制。“每
期课程结束后必须进行评估，及时淘汰过时内容，引入
新技术、新方法。”西安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这十条措施的落地，西安工人文化宫职工夜
校正从零散的活动型服务，向系统的制度型服务转变，
在打造职工文化阵地、提升职工幸福感等方面，书写着
工会服务职工的新篇章。

职工夜校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省高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全力保障民生福祉

陕西高速18处“司机之家”全面免费开放

②近日，汉中市汉台区东关街道工会联合委员会开展“工
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一线职工撑起“遮阳伞”、
送上“清凉风”。 通讯员 韩泰轩 摄

③7月28日至29日，铜川公路段组织开
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保障高温下坚守公
路养护一线的职工身心健康，传递组织的深
切关怀。 通讯员 郭建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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