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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职 工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面对台下和大屏幕前的 800 多名师生，郭东

妮想起 4 年前初入职场的自己，想起在生产现场

挥汗如雨的自己，也想起作为项目组组长，率领团

队在湖南省第九轮女职工“芙蓉杯”竞赛中获评

“湖南省芙蓉标兵岗”时的自己。

这是日前湖南省巾帼劳模工匠大宣讲首场活

动中的场景。90 后郭东妮头一遭与她仰慕已久

的 80后大国工匠易冉、70后全国劳动模范廖丽萍

同台，同湖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的 00后大学生

展开“灵魂对话”。

“时代给了我们最好的成长舞台”，三代巾帼

劳模工匠发出共同心声。1991 年启动首轮竞赛、

推行 33 载、已成功举办 9 轮赛事的湖南省女职工

“芙蓉杯”竞赛，是助推易冉、廖丽萍、郭东妮等一

大批巾帼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成匠成师的重要平

台，成为引领三湘女职工提高素养、建立新功的响

亮品牌。

巾帼建功

“摘下安全帽，我们只是普通平凡的‘小姑

娘’，但穿上工作服、走进现场，我们就是闪闪发光

的‘女战士’。”郭东妮说。这个 1995 年出生的东

北妹子，作为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视觉

及人工智能算法研发项目组组长，前不久入围第

二届湖湘工匠。

把科研“冷板凳”坐出“热效应”。郭东妮带领

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娘子军”团队，积极参加女

职工技术革新、“五小”竞赛等创新创效活动，攻克

了铸造、水泥、纺织行业“智慧工厂”建设过程中的

100 多项技术难题和工艺瓶颈，打造了多个行业

首台（套）。

以开遍三湘的芙蓉花命名，“芙蓉杯”竞赛成

为展示女职工风采、树立女职工典型的平台。大国

工匠易冉、钢铁电网“女战士”廖丽萍、“数控湘女第

一人”杨芳等大批巾帼劳模工匠从中涌现。

“没有一滴汗水会被辜负！”郭东妮心中的偶

像、大国工匠易冉，用这句话激励台下的莘莘学子。

15 岁入技校学习电焊，18 岁进入中车株洲

车辆有限公司，23 岁成为电焊技师，26 岁成为高

级电焊技师，全国最美职工、全国劳模、大国工

匠……易冉 24 年的焊接生涯，焊过的焊缝接起

来长达 1200 公里，汗水和伤疤为企业带来了可

观效益，也为她本人赢取了诸多“勋章”。

2000 年，刚入职的易冉，受邀加入公司刚成

立的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这个由清一色女电焊技师组成的荣誉集体，曾先后在“芙

蓉杯”竞赛中荣获株洲市、湖南省“芙蓉标兵岗”等殊荣。而她本人也在后来成长为攻

关队队长，并被湖南省总工会授予 2004年度“芙蓉百岗明星”称号。

芙蓉争绽

“对岗位常怀责任之心，对事业常怀进取之心，对本领常怀危机之心，对团队常怀

感恩之心。”站在台上，廖丽萍这样分享她的成长心得。 （下转第 3版）

新华社记者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问题，既

是“国之大者”，也是“民之关切”。

走进今日八闽大地，平野上稻浪千

重，山林中茶果飘香，大海上渔排纵横……

“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

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靠山吃山唱

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早在福建工作

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农业问题、粮食问

题进行着深邃思考和长远谋划，创造性

提出并探索实践大食物观。

30 多年来，福建干部群众始终牢记

嘱托，在大食物观科学指引下，稳定发展

粮食生产，培育形成畜禽、渔业、蔬果、茶

叶、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不断破解粮源局限，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取得显著成效。

观念引领：“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

闽东宁德，山多海阔。

1988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

担任地委书记，就沉到一线展开调研，当

地耕地的稀缺与山海资源的丰富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长期以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

平的四分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食物总

量匮乏、品种单一，肉类、水产品、蔬果等

农产品种类少、产量低，每年需从外省大

量调入粮食和蔬菜。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习近平同志

从“山”与“海”的辩证角度鲜明提出：“闽

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

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

何为“大农业”？

习近平同志深刻揭示其中内涵：“大

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

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

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

农业。”

唤醒沉睡的山海资源！

习近平同志指出：“稳住粮食，山海

田一起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福建人素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的传统。

在闽东人的餐桌上，长期有两样食

物：一是“地瓜米”，就是把地瓜刨成丝，

再晒干，作为粮食；一是大黄鱼，我国特

有的海水鱼，俗称“黄花鱼”或“黄瓜鱼”。

提起大黄鱼的故事，已年逾八旬

的刘家富至今记忆深刻。

1988 年底，时任宁德地区水产技

术推广站站长的刘家富提交了一份

《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

报告》。报告中提到野生大黄鱼因为

过度捕捞日益濒危，而人工养殖存在

技术缺失等现实困难，引起了习近平

同志的高度关注。

让刘家富倍感振奋的是，习近平

同志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要集中资源

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黄鱼不能人工

养殖的问题。

“这一批示让福建大黄鱼迎来新生

契机。”刘家富告诉记者。此后，他牵头

攻关的批量繁育大黄鱼技术获得成功，

研究成果逐渐推广到更多的养殖户。

此后数十年间，宁德市不断加大

科研攻关力度，逐步扩大人工养殖大

黄鱼规模，大黄鱼新品种和新品系选

育不断取得突破。 （下转第 3版）

丰富食物“资源库” 唱好农业“山海经”
——福建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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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洪涛 通讯员黄凯

枫）5 月 11 日，为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

“559”工作部署，全面落实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维权服务三年行动计划，在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区三级总工会，全总满帮

蹲点组以及运满满货运物流工会共同努

力下，苏工暖“新”行动——“8+X”综合

服务集市运满满专场活动正式启动。

“8+X”综合服务集市开市后，来自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三级工会的工

会干部分别落座各自“摊位”前“招揽顾

客”。全总满帮蹲点组穿插在前来参加

活动的人群中悉心解答问询。其中，入

会服务区的“加入工会 温暖实惠”标志

格外显眼，吸引了大批货车司机前来咨

询入会事宜；健康体检区排起长龙，货车

司机们挨个进行血压、骨密度测试和生

化检验、肿瘤标志物检测、胸部CT平扫；

专项保险区为新入会的货车司机提供专

门保险保障项目；法律服务区在为货车

司机答疑解惑的同时，开展工会十八大

知识有奖问答；普惠服务区在健康体检

的基础上，推出了体脂、握力和身体平衡

测试来评估货车司机的体能；就业指导

区、特色服务区和便民服务区前也人流

不断，近 200名运满满货车司机参加了此

次活动。

当天的活动现场，举行了运满满货

车司机集中入会仪式，为新成立的江苏

运满满同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省省货

运）工会委员会授牌，为新入会的运满满

货车司机工会会员赠送暖“新”礼包。

据了解，面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

机、快递员和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8+X”综合服务，让广大劳动

者更好地了解工会、加入工会，享受工会

的服务。参加活动的全总基层工作部负

责同志表示，热烈欢迎货车司机加入工

会，期待江苏各级工会继续当好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引路人和贴心人，共同维

护好包括货车司机在内的广大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苏工暖“新”行动——“8+X”综合
服务集市运满满专场活动启动

新华社广州5月 13日电 坚持高

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5月 14
日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

有关地方媒体开展 2024 年“高质量发

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更好凝聚共

识、促进发展、服务大局。第一批次采

访首站为广东。

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将

聚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深入基

层火热实践进行调研采访，挖掘展示

各地区各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

做法和突出成就；在深化调研采访中，

梳理分析实践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发展

规律，研究提出有指导借鉴意义的思

路办法，通过高质量调研采访助推高

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据介绍，活动计划聚焦 4 个方面

大主题，选择相应典型地区进行多批

次的调研采访。其中，将于 14日启动

的第一批次将陆续深入广东、上海、江

苏、辽宁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024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主 题 采 访 活 动 即 将 启 动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前不久，西安文理学院大四学生沈

紫艺在线上就业平台看到招聘信息，陕

西省总工会将在西安大唐西市金市广场

举办大型招聘会，有媒体运营、工程师、

设计等 6000 多个岗位待选。她瞬间心

动，虽远在武汉实习无法到场，却丝毫不

慌张，因为可以线上参加招聘会。

“各位求职者，欢迎来到陕西工会

‘春送岗位’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的直播

间，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我们将走进

招聘会现场、园区、企业、车间，邀请工会

主席、企业负责人、劳模工匠、职场达人

等，‘花式’直播送岗……”招聘当日，沈

紫艺扫描二维码进入招聘会直播间，陕

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夏明文正在

直播送岗。当日的直播引来 86.8万人次

观看。

这是陕西省总推行工会主席直播送

岗、打造“工会帮就业”精品服务的一个

事例。“直播送岗是工会就业创业服务的

新实践，通过键对键、面对面的形式，实

现岗位可视化、招聘数字化，也让企业用

工需求与求职者意向无缝对接。”陕西省

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汪波说。

今年，陕西各级工会按照省总工会

要求，聚焦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下岗困难职工等重点就业群体，围

绕他们的求职意向、职业技能等，在广

泛开展常态化线下就业服务的同时，

深化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云招聘

等线上方式开展就业服务，分行业、

分领域深入开展工会主席直播带岗、

劳模送岗、入企探岗等，各市工会则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线上就

业服务活动。

其中，西安市总工会在“春送岗

位”期间，分阶段举办 9场工会主席、劳

模工匠直播送岗活动，市总所有班子

成员、部分区（县）总工会主席等携手

劳模工匠，走进招聘会现场、企业岗位

一线，做客西安广播电视台直播间，线

上对 44 家企业的 2289 个就业岗位进

行推介。同时，依托西安市总云人才

市场平台开设线上招聘专区，设立了 1
个市级主会场和 27个区（县）、产业、开

发区工会分会场。 （下转第 3版）

陕西省总工会打造“工会帮就业”精品服务

“花式”直播送岗“码”上就业成新潮
娘家人暖心事

本报讯（记者李娜）“既‘诊脉’又

‘开方’，感谢工会的及时介入和暖心服

务！”近日，四川省德阳市一家纸业公司

主动邀请市总工会律师团上门为他们

“挑刺”。3年前，这家公司在行业发展寒

冬期一度陷入困境，恰逢德阳市总工会

开展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法律风险

体检不仅为其排查出潜在的劳动关系隐

患，并给出详细的整改意见，还积极指

导他们通过集体协商的形式，引导职工

和企业共克时艰。

将深入企业“找问题”变成“找办

法”，让“对我进行监督”转变为“我要接

受监督”，德阳市总工会持续开展了 11年

的“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工作，不断

优化提升，赢得了企业与职工的欢迎。

该项创新工作始于 2013年，通过组织工

会职工维权律师综合文件查阅、访谈、实

地考察、问卷调查等诊断方式，找出企业

在法律风险方面的薄弱环节，在教育引

导企业经营者依法用工、尊重职工法律

权益的同时，推动企业依法经营管理。

为了进一步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

劳动关系风险，德阳市总自 2021 年起，

又将“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细化为

以“十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工会重点风

险排查化解活动，具体来说就是：每年

为企业开展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一

次；在职工队伍中开展职工队伍稳定

隐患排查一次；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和职工开展法律讲座一次；为企业提

供法律和决策咨询一次；为企业制定

防范和避免法律风险的“法律处方”一

次；帮助指导企业按“法律处方”规范

整改一次；指导企业工会调处企业内

部劳资争议案件一批；开展一次困难

职工摸底排查着力解决一批职工困

难；指导开展集体协商一次；推动企

业-职工签订集体（专项）合同一份。

四川德阳市总连续 11年开展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

将“找问题”变成“找办法”

本报记者 康劲

这是一场踏雪破冰、营救生命的

决战……

时间回到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

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甘

肃省临夏州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程恩

虎，率领全州 160 名消防救援人员，35

辆消防车挺进震中，冒着零下 15 摄氏

度的严寒，经过 10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 216 名，成功搜救

被埋压人员 51 人，最大限度拯救了遇

险群众的生命，确保受灾群众安全与正

常生活。

第一时间集结出动，第一时间高效

救援，第一时间解决群众困难，第一时间

投入灾后安置……这支救援队创造了地

震救援史上的奇迹。

“轻点，再轻点”

“不好了，肯定在临近的地方”“震

感强烈，迅速集结”……

拨通电话，调集队伍。地震发生

后，伴随着地震带来的山摇地动，程恩

虎翻身下床，强烈的地震将他瞬间推

向了“前线”。 （下转第 3版）

28年来，程恩虎用一次次绝地救援践行消防战士的职责使命

赴汤蹈火只为群众安康
本报北京 5月 13日电（记者李丹

青）近日，人社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

实施 2024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

划，明确今年中央财政支持招募 3.44 万

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

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招募计划向

脱贫地区、东北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

区、革命老区等倾斜。

通知明确，要统筹开发服务岗位，紧

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着重开发基层

事业发展急需岗位。大力加强“三支一

扶”人员教育培训，实施能力提升专项计

划，健全贯穿全服务周期的教育培训制

度，提高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强化“三支

一扶”人员岗位实践锻炼，建立健全导师

制、传帮带等培养制度，鼓励在推动基层

发展中锻炼成长。全力做好服务期满人

员就业服务工作，拓宽基层留用渠道。

今年将招募3.44万名“三支一扶”人员服务基层

5月 12日，在西藏那曲市聂荣
县举行的第三届“乡村振兴 那曲
奋进”农牧民技能大赛上，310 名
农牧民选手在羌塘草原上展开了
皮具制作、手工磨糌粑、酒店服务、
挖掘机操作等项目的比拼，以提升
当地群众的传统牧业技能和现代职
业技能。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草原上的“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