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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市总工会：：
聚焦聚焦““产改产改””难点重点突破点难点重点突破点
全市全市6868万产业工人实现跨越式发展万产业工人实现跨越式发展

绿 树 成 荫 花 满
城 ，梦 幻 人 间 四 月
天。在镇江这片充
满希望与活力的热
土上，市总工会做后
盾，68万产业工人冲
锋在前，奏响了“劳
动光荣、创造伟大”
的时代最强音。

今 年 是 我 市 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 试 点 工 作 的 第 6
年。近年来，我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重要指示精神，充分
发挥产改试点单位
示范带动作用，坚持
围 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持续推动产改向
纵深推进、向基层延
伸，着力建设一支有
理想守信念、懂技术
会创新、敢担当讲奉
献的高素质产业工
人大军，为深入实施
产 业 强 市“ 一 号 战
略”，奋力谱写“镇江
很有前途”现代化建
设新篇章夯实技能
人才基础。

“推进‘产改’政策与企业试点深
度融合，才能迸发出更大的奋进能
量。”高国成表示，建立“产改”经验
推广共享机制，是为了达到示范带
动更多企业产改工作走深走实的
目的。“但具体到每家企业，不能简
单削足适履，而应根据企业的目标
和诉求、优势和短板，找到突破点、
发力点，真正实现产改惠企政策落
地开花。”

被列为全省产业集群试点的丹
阳眼镜行业，年产镜架 1亿多副、镜
片 4 亿多副，其中镜片产量占全国
70%以上，拥有各类眼镜生产、加
工、商贸企业 2000多家，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在丹阳市 24.4 万职工总数
中，眼镜行业从业职工占比五分之
一，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丹阳眼镜行业明确了推进“产改”工
作的突破点，实施“四大工作法”（大
培训、大比武、大评定、大协商）推动
产业产改试点，实现了职工收入高
起来、企业规模壮起来、行业发展强
起来的目标。

按照这一思路，江苏鸿晨集团公
司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产改”试点

先行工作，打造了“一重三大”机制
（薪酬激励机制和“创优争先”励志工
程、“安全安康”平安工程、“关心关
爱”人文工程），突出“匠心匠才”培
育、“技术技能”激励、“价值价位”分
配，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薪酬激励
机制，进行价值分配和赋能激励。“产
改”试点以来，企业面貌从物到人都
焕然一新，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更
强了。全体员工努力克服疫情对眼
镜行业出口不利的影响，持续两年以
销售额增长 15%的增速在提升。企
业内部也发生了可喜变化：职工钻研
技术的氛围更浓了，产品合格率更高
了，企业经济效益更好了。

“产改”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
性的工程。接下来，市总工会将齐心
协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工
作，在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
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方面补短
板、强基础、创特色，充分调动广大产
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全
国两会精神，为加快展现中国式现代
化镇江图景作出更大贡献。

思政引领补足“精神之钙”

“当前我市正实施产业强市‘一
号战略’，产业工人要打头阵。让镇
江‘跑起来’，必须让产业工人坚守主
场、当好主角、成为主力。”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高
国成说。

去年，是全面推进产改的扩面提
质年。一年多来，市总工会充分发挥
牵头作用，在引领产业工人听党话、
跟党走上下功夫，在推动产业工人当
排头、打头阵上求实效，全市产改工
作蹄疾步稳，取得了扎实成效。截至
目前，全市已有各级产改试点单位
500余家，其中省级、市级以上产改
试点单位277家，覆盖10多万名产业
工人。

既要党的建设，又要群众路
线。围绕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建
设这一任务，我市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构建起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工
作体系，做好做实做活职工思政教育
工作。

全国劳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赵亚夫，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

范林田中，优秀产业工人代表唐义
朝……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劳模工
匠是奋斗路上的时代先锋，是产业
工人奋斗路上的精神指引，去年，市
总工会完善“镇工慧”思政宣讲团，
形成了“劳模工匠唱主角”的豪华阵
容。把工会要说的与职工想听的结
合起来，用工人阶级的语言宣传解
读新思想，在工厂车间、生产一线开
设课堂，真正把理论讲透彻，把理论
讲鲜活。用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让熟悉的劳动模
范、“金牌工人”现身说法。用好“劳
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企业”特
色载体，引导广大职工在潜移默化
中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

既抓实线下思政教学，也抓牢线
上思政教育。市总工会打好线上线
下“组合拳”，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潜移默化推动全市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据统计，
去年，全市各级工会开展宣讲活动
203场次。68万产业工人将借助工
会“思政教育”的舞台，实现知识和技
能的提升和飞跃。

真才实技变成“真金白银”

面对新征程上对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的新要求，市总工会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着
力破解制约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
体制机制障碍。

去年，我市大力实施人才“镇
兴”、产业工匠培育行动，打造“赋能
产业 技造镇江”品牌和人才集聚高
地；创新举办首届技能人才节活动和
职业技能培训赋能专项行动，累计开
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4.84万

人次，发放补贴资金 2331万元。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技能劳动者
60.3万人、高技能人才21.8万人。每
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为 1115
人，位居全省前列。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丰富的
特点，市产改有关成员单位紧贴产
业发展需要，抓好职业教育，出台校
企合作办班奖补政策、建立校企合
作联盟，共建实训基地 300余家，技
工院校开设冠名班32个。全力支持
4所技工院校更多承接数字技能培
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就业技能
培训，累计培训 1.8万人次。省镇江
技师学院成功创成省重点技师学院，
至此镇江成为全省第二个设有双省
重点技师学院的城市，新培育企业新
型学徒1067名，使真才实技变成“真
金白银”。

除了打造精准育才熔炉，去年，
市总工会还为产业工人搭建舞台。
通过实施“托星计划”，开展技能大比
武、实施“小兵立大功”、打造“工匠金
蓝领”、推进“名师带高徒”等活动，深
化培训、练兵、比武、晋级“四位一体”
职工职业技能发展模式，打造出一支
星光熠熠的产业工人队伍。去年全
年共举办碳素特种材料工等20个工
种的市级职工技能竞赛，产生行业技
能状元 10 人、市五一技术标兵 266
人。在中国职工技术协会组织的
2021 年度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评比
中，我市4个一线职工技术创新项目
分获一、二、三等奖。

“托星计划”的实施得到各方肯
定，市委书记马明龙批示肯定了总工
会的做法。该项工作也荣获2022年
度市级机关十佳服务品牌。

“产改”惠企政策落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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