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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2020年，哈尔滨森鹰窗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工匠
大赛如期举行。届时，正值
森鹰“决战百天”提产季，100
天内生产 20万平方米木窗
的重任压在全厂职工肩上。
工匠大赛和“决战百天”相辅
相成，以竞赛促生产，企业圆
满达成了提产增效的目标。

森鹰的首届工匠大赛是
2019年举办的，全厂千余位
职工经过98场比赛角逐，其
中61人斩获星级工匠称号，
企业按月为星级工匠发放津
贴，至今已累计发放 16 万
元。

工匠大赛是展现能力与
素质的舞台，将工匠精神带
到日常生产工作中，则是大
赛正能量的延展与升华。木
窗一部作为生产项目工程用
窗主战场，承担了建厂以来
分量最重、压力最大的生产
计划。打磨工序需要凌晨 3
时到早 5时到厂，晚上八九
点钟下班；油漆工序也是早
五六点上班，晚上九十点下
班。为了节省时间，家住双
城区的工人结伴在工厂附近
合租房子，最大限度利用时
间完成生产计划。

繁忙生产中最怕的就是
设备难承重压。2020 年夏
哈尔滨降雨量较大，造成简
蒂娜油漆生产线短路。木
窗一部油漆工序杜洪吉和
于占鹏两位工人为了配合
维修工程师维修，连续干到
凌晨 1 时，第二天早上 6 时
继续工作。这样的事迹在
竞赛中不胜枚举。

木窗二部于丽娟通过对
拉丝机、钢丝刷、小铜刷等拉
丝工具进行 5次实验后，确
定使用小铜刷拉丝简单易操
作，只需两遍打磨、两遍喷漆
即可，大大缩短加工工期。
她本人获得企业 2020 年第
二季度“合理化建议奖”。

木窗二部打磨工序刘凤
伟也是从工匠大赛脱颖而出
的佼佼者。他发现在 S200、
170B 系列上框料的打磨加
工中，砂光机无法伸到木材
内部进行打磨。针对这一问
题，刘凤伟改造砂光机垫，进
行加高处理，高质量地解决
问题。

外铝车间岳志刚在参加
工匠大赛之余发现部分工艺
瓶颈，提出合理解决措施。
其中，原半圆异型加工时常
受到型材结构及单头锯的加
工范围限制，加工后对接缝
存在较大缝隙，导致合格率
较低。他提出，遇到单角角
度小于 25°窗型时型材下框
随异型弧度切出的方案，使
异型部分连接处按角度平贴
在下框上，既不影响产品性
能，又提高了产品合格率。

据了解，从6月到12月，
森鹰共举办木窗、铝材、玻璃
车间的胶条焊接、聚硫胶主
机手实操等共计24场比赛，
大赛增加了两个加分项，一
是工匠传承，希望工匠精神
及技艺能够得到传承；二是
工艺创新，合理化建议和再
创造均可获得加分。企业
表示，未来“工艺创新”“工
艺标准化”和“工艺传承”将
成为森鹰工匠评定的重要
标准。

工匠大赛助力
“百日提产”打实打赢

□本报记者 王彦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
制造有限公司 4G1试车工段
作业长董彬，十分注重运用精
益生产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他带领团队成立改善攻关小
组，设定项目攻关课题，规划
改善步骤，有条不紊地组织实
施，不断攻克生产中现场质
量、效率难点，打通安全、成本
堵点。

董彬善于发现问题，并实
施改造，由他参与的工艺改进

“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
多达 60 余项。其中，通过调
整热试工艺步骤提升热试线
产能、改造曲轴清洗工艺提升
曲轴清洗效率，减少运输过程
浪费、提升轴瓦等运动副零件
清洁度等6项工艺“小革新”，
促进了 4G1装配生产线生产
效率和整机装配质量稳步提
升；增压器备件操作流水线、
旋臂涂油装置，传感器自动涂
胶机等 9项“小发明”获得了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生产线
替代了 10 个人工操作岗位，
月节约工时近 70 小时，年节
约成本近100万元。

由于生产线工作繁重，所
有这些发明创造，都是董彬在
下班后进行的。正是靠着这
股韧劲，他的9项发明创造都
申请了专利。

董彬被调配到更加重要
的 4G1总装发动机装配工段
担任作业长后，每天生产结束
后还要加班 3个多小时。短
短一个月，总装工段所有岗位
操作和工艺规程董彬全部熟
练掌握，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装
配技术。

他带领工段职工在企业
每年组织的劳动竞赛中都是

名列前茅。团队连续克服了
4G1试车线体出现大面积卡
托盘、辊子无力、4G18M系列
发动机典型故障缸盖异响，以
及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水
泵装配后叶轮缠胶等设备和
产品故障，达成企业年度挑战
目标。

董彬团队提出的提升工
作效率类合理化建议累计节
约工时 130 余小时/月，降成
本类合理化建议节约成本 50
余万元/年，安全环保类合理
化建议累计消除安全隐患 40
余处/年。

他所在的团队因此获得
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年文明
号”、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
公司年度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董彬个人则获得建功“十
三五”主题劳动竞赛创新能
手，并在参加全国第二届普华
灵动杯标杆精益改善大赛中
入围25强。

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董
彬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第一届职业技能竞赛发
动机装调工决赛中，荣获了

“技术能手”称号，并且获聘黑
龙江省首席技师。这一称号
全省仅有50人。

只有中专文凭的董斌，因
为在“小发明”“小革新”“小创
造”获得了成绩，给他带来了
相应的收入，如今年薪达到
14.5万元。

“一人百步不如百人一
步”。董彬将自身工作经验和
操作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了身边职工，他带的徒弟现在
都成长为业务骨干，其中有 4
人走上了生产线管理岗位，5
名徒弟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第一届发动机装调技能竞赛
中进入前10名。

做攻克难点
打通堵点改革能手

□本报记者 王彦

自开展“百万一重杯”劳
动竞赛以来，很多技能人才在
中国一重脱颖而出。水压机
锻造厂锻造七班班长冯永亮，
就是其中之一。

在冯永亮的学习笔记中，
2019年 5月 21日那页画着一
个大大的五星和感叹号，他写
道：“看着硕大无比的锻后管
板顺利下锤，作为一名主要操
作者，喜悦与自豪无以言表。
那一瞬间，所有夜以继日的辛
苦劳作都得到了回馈，所有炽
热‘烤’验流下的汗水都收获
了回报！”

就在那一天，中国一重首
次采用体外锻造技术攻克了
8600毫米的国内最大直径环
氧乙烷反应器超大管板锻
件。冯永亮是这个项目的主
要参与者。“这是块难啃的硬
骨头，不过拿下这样的项目，
也真的让人很有成就感！”冯
永亮说。

面对超大管板这一重大
竞赛课题，公司技术人员和现
场操作者组成攻关团队，推演
每个火次的制造过程，排查各
个细节可能出现的问题。为
此，冯永亮尤为用心用力。

工艺编制阶段，他主动在
附具设计和锻造工序等方面
提出合理化建议，使工艺逐步
完善优化。每次操作前，冯永
亮都要把技术人员提出的工
艺要求和大家研讨的操作方
案回想一遍又一遍，在大脑中
反复模拟整个操作流程，一个
环节一个环节地推进和演练。

硕大浑圆的饼状锻件在
加热炉中被烤得遍体通红，向
四周辐射出灼人的热浪。超
大管板锻件投产后，无论白天
还是晚上，每个火次冯永亮都
要到现场指挥操作，关键火次

连续48小时坚守岗位。
超大管板体外锻造难关

终于一举攻克，实现了国内同
行业领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解决了该类产品“卡脖子”
问题，闯出国内自由锻造领域
的一片新天地。

2020 年 3 月，“百万一重
杯”劳动竞赛推出太重风机轴
批量化专项生产攻关竞赛项
目，289件风机轴锻造任务对
冯永亮团队来说是巨大挑战。

竞赛指令就是军令，浓厚
的竞赛氛围充溢了整个水压
机锻造厂。全员参战，加班加
点，夜以继日。所有参赛者的
眼睛都是红的，那是长时间高
温烤的，是加班连班熬的，是
工人们为竞赛拼的……

竞赛过程中冯永亮与技
术人员攻克了偏摆、偏心、杆
部尺寸不足等诸多问题，通过
对标先进、优化方案、固化操
作等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产
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创造了半
个月锻造完成 160 件风机轴
的新纪录。4月15日，整个团
队终于圆满完成了 289 支风
机轴的生产任务，中国一重也
完成了从单件小批、单件无批
向锻件批量化、产品批量化转
型的跨越。

每个月，锻造团队都能又
好又快地完成竞赛项目，其
《加氢过渡段自由锻造近净成
型技术产业化研究》获黑龙江
省职工创新一等奖、中国机械
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冯永亮
个人也先后获得中央企业技
术能手、公司突出贡献先进个
人、技术比武状元、首席技能
大师等荣誉。

冯永亮说：“作为新时代
产业工人，我要认真干好每一
道工序、每一件产品，为企业、
为鹤城、为龙江的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在自由锻造中
闯出一片新天地

□郭艳军
本报记者 王彦

上料、启动、运转、下
料……25秒时间，一个 2米
长、1米宽的汽车保险杠就被

“跨工位传递物料门形架”安
全快速地运送到5米外的指
定位置。

在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总装车间，改善项
目负责人韩泰鑫指着这台由
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新设备，
自豪地介绍：“以往这个岗位
需要2名职工用手推车运送
物料，而‘跨工位传递物料门
形架’不仅优化减少了一个
工位，消除了物料运送过程
中的碰撞隐患，更大大节省
了操作时间，降低了劳动强
度。”

该项创新，仅工位一项每
年就为企业节约20余万元。

近年来，大庆沃尔沃引
领职工全员参与劳动和技能
竞赛，创新竞赛机制，实施全
链条节约技能提升计划。在
生产各环节、各岗位涌现出
一大批技能型人才，出现一
大批精益改善项目，为企业
节约成本数十万元甚至上百
万元。

搭建发现人才的技能竞
赛平台，是该公司培养人才
的制胜法宝。除了承办多项
市级赛事并积极参与省级赛
事外，企业每月还举办一次
成本节约“改善之星”提案竞
赛；在备件维修、技术改造、国
产替代等模块评出优秀提案
奖和季度提案之星；为增强
质量综合竞争能力，每半年
举办一次“卓越质量”评选活

动，围绕质量改善个人提案、
团体（项目）开展质量知识竞
赛……竞赛中获奖的职工，
会获得疗休养、工匠劳模优
先推荐、职位晋升等奖励。

一系列贯穿全年的竞赛
活动，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
创新积极性。公司通过培
训，发挥典型辐射引领作用，
把竞赛成果尤其是“精益改
善”思维传递给每一名职工，
凝聚全体职工更强的创新斗
志，创造更大的效益。

“只有创新培养机制、搭
建成长平台、营造比学赶超
的氛围，才能为职工技能提
升提供抓手。”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涂装“改善之星”丁同原
介绍：“将抛光瓶从中间剪开，
用工具将剩余抛光膏刮出，
每瓶可刮出100毫升抛光膏，
每车每年可节约5分钱。”

焊装车间改善小组陈君
涛说明：“这个后纵梁传输装
置，不用电能，靠机械力和摩
擦力工作，取消了人工切换
料架工序，节省料架和时间，
节约用料面积30平方米！”

某色漆膜改进项目使企
业在2020年节省金额140万
元；某纯水改善项目年节约
水费50余万元……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抱
团”改善创新的背后是巨大的
人、财、物的节约，更为企业凝
聚了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

“低成本改善是沃尔沃企
业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将继
续创造性地开展技能竞赛活
动，为新时代产业工人提供施
展才华的舞台。”公司工会主
席杨树峰对此有坚定信心。

全链条节约提升计划
涌现大批技能人才

锻造 龙江工匠 点亮产业工人职业之光
省总工会以劳动竞赛助推龙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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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炜 本报记者 王彦

他们，来自各市（地）。他们中，有劳动模
范，有普通职工。专注，是他们的共同品质；匠
心，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本报记者 苏强摄

龙江工人风采龙江工人风采

——巩固和扩大包括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快递员等“八
大群体”在内的各类产业工人队伍。

——3年推动6万名产业工人晋升技能等级，奖励1万名技师、
高级技师，培养3万对名师高徒。

——同步实施产业工人创新计划，基本建成以组织推进、人才培
育、支撑服务和综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职工创新服务体系。

为实现以上目标，2020年省总工会以“五个百万”劳动和技能竞
赛为平台和切入点，推进制定选拔高精尖技能人才、鼓励创新的措施
办法，完成对晋升技师和高级技师一线产业工人的补助工作。

核心
提示

□本报记者 王彦

划线、加工零件、装配，一道道工序……
刃具、量具、模具，十八般兵器上阵……
铁屑四射，火花飞溅……
以上画面是一组镜头闪回：那是2020年9月25日，哈电集团电机公司水电分厂车间里，全省工具钳工技能竞

赛决赛激战正酣。
这样的场景，2020年在龙江大地频频上演——全省上下各行各业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数百万人次逐

鹿赛场，一展新时代龙江产业工人的风采。

“开展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是解决我省技能人才短缺难
题、振兴实体经济、实现工业强省
目标的重要手段。”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宋希斌说，
技能竞赛对于提振信心、维护稳
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正向激励作
用。

这个正向激励作用在 2020年
尤为突出。我省有产业工人 429
万人，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技能人
才培养的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

“人才强省”战略部署，围绕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2020 年省总工会确

立了“造就一支宏大的新型产业工
人大军，当好主人翁、建功新龙江”
工作主线，并把实施百万职工劳动
竞赛、技能竞赛、“五小”创新竞赛、

“安康杯”竞赛、节能减排竞赛“五
个百万”劳动和技能竞赛作为突破
口，不仅要赛出“千里马”，更要推
动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
人才成果、技术成果、经济和劳动
效率成果、生态成果、安全成果并
重、竞相发展的新风尚新格局。

2020年 7月，“提高劳动者职
业素养和就业能力，造就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和

“弘扬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建议

被写入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文件。
顶层设计高位推进下，我省劳

动和技能竞赛实现重大突破。省
政府和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成
立省劳动和技能竞赛委员会，12
个省直单位为成员，建立起“党委
领导、政府支持、工会牵头、部门配
合”的联动机制。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龙江”百万职
工技能提升和技术创新竞赛，助推
龙江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
于劳动竞赛的赛事组织、政策保
障、人才培养作出详细规定，提出
通过竞赛实现高精尖技能人才数

量、创新成果技术转化、劳动效率
和经济效益的大幅增长。

全省各级工会随后分别与发
改、工信、人社、科技、卫健、应急等
10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文，打破
竞赛行政壁垒、跨越工会隶属关
系，实现了条块结合、区域融合，联
动推进竞赛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
入开展。

自此，我省劳动和技能竞赛
由工会一家独办变为多个政府
职能部门共建，竞赛规格提升为
一类大赛；技能人才培养呈现出
从工会“选树”到全省“共育”的
合力效应。

高位推动、共育共建，新赛制助推竞赛提档升级

紧锣密鼓，省总工会接连召开
十一届六次全委会、全省工会重点
工作推进会、市（地）产业工会主席
座谈会、劳动技能竞赛现场会、全
省大调研及调研成果汇报会、省总
工会常委扩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对
劳动和技能竞赛密集推进，层层部
署、环环紧扣，快节奏狠抓主线工
作落实。

省总工会班子成员带队组成
10 个调研组，分赴全省 13 个市
（地）和6家产业工会，抽取部分代
表性行业、规上企业、小微企业及

“八大群体”单位100余家，调研工
作主线落实及“五个百万”职工劳
动和技能竞赛开展情况、存在问题
及推动竞赛持续开展的路径和方
法。

省总工会要求做到“三个一”，

即“全省一个调”，各级工会组织遵
循一条工作主线；“全省一杆尺”，
全省一把尺子确定竞赛标准；“全
省一盘棋”，围绕思想政治引领、建
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和队
伍壮大等方面发力。同时，推动建
立市、县、企业各级竞赛激励和保
障机制，在学历职称、奖励额度、福
利待遇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形成
界限清晰、层级明确、名称规范统
一的激励体系。此外，省总工会成
立工桥通业职工服务中心，为企业
培训输送适配人才；各级工会为企
业落实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专
利申请、创新成果转化等提供积极
服务。

工具钳工决赛打响第一枪。
此后，省总工会牵头相继举办了覆
盖3项赛事、13个工种的省级一类

职业技能竞赛系列决赛。系列竞
赛的背后是省总工会推动形成了
自下而上层层选拔高精尖人才的
行业竞赛体系，开启了职工技能提
档晋级“快车道”。通过层层办赛，
形成企业赛、县级赛、市级赛、省级
赛的体系化竞赛格局，确保行行出
成果、层层出标兵。

截至目前，全省各类竞赛参赛
企业达3.3万家，参与职工579.6万
人次，举办各类技能竞赛 10758
场，提升技能等级 1.34万人，师徒
结对 1.3万对，选树市（地）级工匠
440 人，提出合理化建议 7.76 万
条、技术革新 1.14万项，总结推广
先进操作法 4470个，获得国家专
利 1523 个，转化经济效益 12.6 亿
元。完全实现了不同行业、不同所
有制类型、不同规模企业全覆盖。

对于齐齐哈尔市经济发展具
有牵动效应的中国一重集团、中车
集团和建龙北满特钢，上半年通过
竞赛实现技能等级提升 1332人，
推荐选树各类工匠 64个；为了以
赛促训，以训促教，齐齐哈尔市创
新推行“人教岗”融合的培养机制，
满足企业技能人才需求；哈尔滨市
在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增设了
动漫、网络安全等新工种，共有
2979人晋升一级职业资格，640人
破格晋升高级技师。大庆沃尔沃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建立了“培训、
练兵、比武、晋级”四位一体的竞赛
模式，与职业学院合作，引进国际
一流水准的培训平台，加速促进实
现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实现
工人技能素质提升和企业效益增
长的“双赢”。

一体化推进、全行业开展，开启职工晋级“快车道”

劳动和技能竞赛为我省工业
企业高精尖人才崭露头角提供了
舞台，一大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产业工人从中涌现。省总工会
对竞赛中脱颖而出的技能人才加
大评先选优的比例和权重，获得各
个项目第一名的选手，除了给予资
金奖励，还将授予“龙江工匠”称
号，符合条件的可以破格或越级参
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

哈尔滨市“大工匠”评选由每
年 10人增加到 50人，由每人奖励
1万元提高到 5万元，并列入全市
人才政策体系；牡丹江市把产业工
人纳入党管人才统筹考虑，对获得
省级以上称号的高技能人才，一次

性给予1万至30万元的奖励。
针对技能人才，省总工会推动

企业打破学历、资历等限制，将薪
酬增长与技能素质、实绩贡献、创
新成果等因素挂钩。哈尔滨汽轮
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分别投入 100
万元、90万元用于奖励在竞赛中
获得先进的集体和个人；中国一重
每年分别给予公司“大国工匠”、首
席技能大师 6万元、4.2万元特殊
补贴；东北轻合金公司设立首席技
师、特级技师、主任技师、主管技
师、区域技师 5个序列，开辟薪酬
晋级新通道。

省总工会还进一步推动企业
建立技能人才聘期制和晋级制度，

打破工人、干部壁垒。中国一重
10个工种33名工人从技能岗位晋
升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3名优秀
产业工人被提拔为副厂长；东北轻
合金公司实施员工职业发展通道
规划，设置经营管理、专业技术、生
产操作人员10级职业发展通道，全
面构建新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竞赛中涌现的拔尖人才，打通
了职业上升通道，在龙江经济社会
发展中被赋予承担起更重要的责
任和使命。

办赛过程中，省总工会不断思
考如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新
时期东北振兴发展的思路和经济
转型的需要，不断拓宽新经济领域

的赛事举办。429 万名产业工人
在竞赛中找到存在感、获得感和荣
誉感。同时，广大职工在竞赛中也
掌握了新技能，提高了新认识，创
造了新成就。竞赛中的一些好经
验、好做法，在企业中被提炼成提
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模式应用、传承
下来，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推动了我省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以创新为灵魂，以提高劳动者
素质为根本任务，以发现培养激励
人才为最终目标。2020年，上万场
劳动和技能赛事在龙江大地掀起
了一波又一波高潮，为服务大局、
服务企业、服务职工、推动龙江高
质量发展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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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举办首届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大
赛。 本报记者 王彦摄

2020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举办焊接竞赛。 王乐吉摄

庆安县举办快递行业劳动技能大赛。
本报记者 王彦摄

大庆沃尔沃开展“五小”创新竞赛。

全省护士岗位技能竞赛现场。 丛日光摄

2020年工具钳工技能大赛启动。 本报记者 苏强摄

省总工会领导在齐齐哈尔进行工作调研。
王子祺摄

省总工会领导在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调研。
王子祺摄

“造就一支宏大的新型产业工
人大军，当好主人翁、建功新龙江”
工会工作主线叫响龙江

2020年，省总工会确立了工会工作主线，以“五个百
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为突破口，着力打造“知识型、创
新型、技能型”产业工人大军，工会工作主线体现了党政
认可、企业需要、工会所能、职工所盼，彰显了工会工作的
时代价值。

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解
困，工会组织担当作为

省总工会设立7710万元抗疫专项资金，为37.8万名
抗疫一线职工发放慰问金5000余万元；选派工会干部与
援鄂队员家庭建立“一对一”联系，为656名省直机关援鄂
撤回队员安排健康休养；为976名援鄂人员提供为期3个
月9批次的疗休养之旅。全年预计为小微企业返还工会
经费近亿元。将学前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囊括进“金秋助
学”范围，实现助学帮扶全覆盖。当好“娘家人”，帮扶困
难职工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为龙江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我省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
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省总工会组织全省职工素质建设工
程五年规划（2020-2024）的制定工作。10月28日省委民主
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黑龙江省职
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规划（2020-2024年）》，全省职工素质
建设工作体系和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全社会齐抓共
建格局。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国试
点引领实践

作为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两个试点省份之
一，全省确定14个市县、5个产业、6家企业，全面推动产
改试点工作。省委将产改工作纳入深改委重点改革督查
项目。召开座谈会和推进会，进一步深化产改举措，总结
和推广齐齐哈尔市“人教岗”经验。 10月27日全国产改
试点单位调研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产改工作得到全国
产改办肯定。

深化“五个百万”劳动和技能竞
赛，构建全省“大竞赛”体系

8月16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当好主人翁、建
功新龙江”百万职工技能提升和技术创新竞赛，助推龙江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成立黑龙江省劳动和技能
竞赛委员会，推动全省劳动和技能竞赛工作形成了“党委
领导、政府支持、工会牵头、部门配合、职工广泛参与”的
协同推进新格局。 一年来，全省各类竞赛参与职工579.6
万人次，参赛企业3.3万家，举办各类技能竞赛10758场，
提升技能等级1.34万人，提出合理化建议7.76万条，技术
革新1.14万项，总结推广先进操作法4470个，获得国家专
利1523个，转化经济效益12.6亿元。

全省102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进京受奖

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
京召开，我省 102 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到表
彰，省委省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中国一重集团公司高级
技师刘伯鸣荣获“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大庆油田有限责
任公司第二采油厂班长刘丽获得全国“最美职工”称号。

“工桥通业”搭建服务职工就业
再就业“连心桥”

10月23日，省总工会“工桥通业”职工就业再就业服
务中心揭牌启动。建立企业用工、个人求职大数据中心，
构建了“实体中心+线上平台+技能培训+项目帮扶+追踪
服务”精准化、个性化、闭环式的服务体系，打造“工字号”
职工创业就业平台。

大庆市总工会被中央文明委确
定为“首批全国重点工作项目基层
联系点”

7月23日，“全省产业工人思想教育基地”落户大庆。作
为全国总工会推荐的唯一工会战线代表，大庆市总工会被
中央文明委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工作项目基层联系点”，
成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观测点、调研点、实验点。

打造智慧工会，工会组织自身
建设实现新发展

6月28日，省总工会融媒体中心成立。10月1日，“龙
工之家”APP全新上线，建立全省工会“触网入云”工作和
服务体系，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全省智慧工会建
设推动“互联网+”时代下工会工作方式方法实现新突破，
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管理实现数据互通共
享。全面推进工会事业单位改革整体重塑，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优秀人才，为工会事业发展增添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