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成
千上万辆新能
源汽车上路行
驶，开启人们
一天的工作和
学习。而在新
能源汽车的
“大脑”——智
能座舱系统
上，模糊、卡
顿、黑屏、死
机、蓝牙断连、
导航漂移等问
题，影响消费
者的用车体
验，有时甚至
带来安全隐
患，这个“痛
点”如何解决，
一直困扰着各
大车企。中国
汽研信息智能
事业部副总经
理雷剑梅的劳
模创新工作
室，开发了一
套针对智能座
舱产品可靠性
测评的服务产
品，提出了一
套“1+2”服务
体系与自研装
备相结合的智
能座舱可靠性
测评服务方
案，解决了很
多老大难问
题。目前，该
测评服务已成
功应用于长安
汽车、奇瑞汽
车、赛力斯汽
车等多家国内
主要整车企
业。

创新
渝工

3个月前，这一成果亮相市总工会举行的
2024年度重庆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十
大攻关成果及职工优秀“五小”活动创新成果发
布会，广受好评。此举是我市开展“渝工创新”
激发职工创新活力的一个缩影，按照“渝工创
新”实施方案，2023—2027年，全市新建市级以
上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150家；评选市级
优秀“五小”（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
小建议）项目3000个；命名10所重庆工匠学院；
遴选支持劳模攻关“卡脖子”等项目150个；前期
在电力行业开展“求学圆梦行动”产业工人学历
能力提升工作试点，跟进总结经验做法，后期向
全市其他行业、其他院校和其他学历层次职工
推开，帮助更多重庆产业工人学历能力得到提
升，助力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
高质量推进。

2023年以来，全市工会扎实推动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新建市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59家（总量达223家）。新支持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开展项目攻关110
项，新涌现职工优秀“五小”创新成果2138项。
建成全国工匠学院建设点2所、市级工匠学院
10所。持续深化“求学圆梦”行动，推进产业工
人学历能力提升，线上线下培训重庆、四川、北
京等18个省（区、市）电力企业职工达20000余
人次，取证9500余人。

项目攻关技术创新频频“出彩”

和雷剑梅劳模创新工作室成果同时亮相
的，还有首讯科技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开发的“G65包茂高速界石至武隆段基础设施
数字化应用”。G65包茂高速公路重庆段交通
流量大，桥隧比高，运营能耗高，设施管养任务
重。首讯科技运用高效数字化信息采集及轻量
化加载技术，实现基础设施数据与数字模型的
关联；研发了轻量化与快速加载技术，提升三维
模型的在线渲染性能，实现跨业务“一张图”；基
于异构数据融合和全域感知技术，实现全路段
135公里全要素事件感知、公众出行信息发布、
精准感知与应急处置等功能；采用高精度地图
建模，融合各类数字化感知技术，实现对车辆位
置数据的融合感知并实现事件快速发现与定位，
提升重点区域的管控精度与异常响应效率。通
过研究这段已运营多年的典型山区高速公路，在
新的发展阶段探索建设“智慧高速”，提高高速公
路网的运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应急监测与
响应能力，形成山区智慧高速改造标准，指导后
续山区智慧高速公路建设；通过引入新技术、新
产品，打造数字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公路，进一
步提升了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和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营造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人
人的社会氛围，推动形成广泛深厚的职工创新
基础，2024年，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项目攻关竞赛活动及职工“五

小”创新竞赛活动，共有115个劳模攻关成果以
及944个“五小”创新成果报名参赛。经过评审，
最终评选出“十大攻关成果”及50个职工优秀

“五小”创新成果，而不少优秀“五小”成果非常
实用，在应用中显现出极高的经济效益。以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开发的同频定
相升流设备为例，其设计了保护极性测试新方
法，在检修状态下，模拟输出真实的电网负荷，
完成保护装置带负荷极性测试，解决了保护装
置传统带负荷极性测试存在的4个难题，在工作
效率、安全性和便携性方面，具有明显的领先优
势。该方法获得国家电网公司认可，并制定了
相应标准来推广，已在重庆、陕西、山西等8省市
开展应用。

“五小”活动主要指职工重点围绕提升产
品、服务、工程质量和效益，改造落后的技术设
备、不合理的工艺和过时的操作方法，是推动产
业工人建设改革、提高职工技能素质、培养工匠
人才的重要抓手。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通过自
主研发的两端带可移动滚轮的仰拱填充主排水
沟模具和填充侧沟排水槽工装，主排水沟模板
内置水平向的液压缸，能带动模具主体左右侧
板回收，解决主排水沟侧壁被大面积刮擦和主
排水沟侧模磨损的问题；侧沟排水槽模具与填
充边模采用一体化工装，实现一次多模定位，同
时利用方钢、大板等小工装，有效解决了填充和
侧沟排水槽同一标高不好控制的问题。

随着船舶及电站设备对节能减排的需求日
益迫切，传统燃油喷射技术在效率与排放控制
上难以满足新要求，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开发的N230高压燃油喷射系统应运而生。
该系统通过精密的机械联动与精准控制，保障
燃油喷射的稳定性与准确性，确保燃油在气缸
内充分雾化、高效燃烧，燃油消耗率降低约
10%，有效减少运营成本。

“渝工创新”路线图鼓励职工不断创新

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中，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队伍是重要一环。“渝工创新”提出了清晰的路线
图，我市根据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进
度，每年建设命名30家市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同时，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重庆采取“5+5”建设模式，即
首批选择5家具有行业代表性、培训经验丰富、师
资力量较强的职业院校、技术院校进行命名，第
二批选择5家能够高质量服务地区、产业发展的
产业链、供应链链主企业建立工匠学院。积极申
报创建1~2家全国总工会工匠学院示范点。

我市将通过遴选优秀创新项目支持劳模攻
关，每年竞争性选择30个左右优秀创新项目给
予专项补助，支持各级劳模在实施“进口替代”

“卡脖子”攻关和种业良种联合攻关中发挥积极
作用。同时，深化“求学圆梦行动”，推进产业工

人学历能力提升。力争到2025年底，培养电力
行业核心技能人才不少于3000名，面向电力及
相关行业组织不少于1200人接受学历提升继
续教育。从2024年开始，视情向全市其他行
业、其他院校和其他学历层次职工推开。

2025年起到2027年，每年新建市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30家；评选市级优秀“五
小”项目600个；遴选支持劳模攻关等项目30
个；培养电力行业核心技能人才不少于1000
名，面向电力及相关行业组织不少于450人接受
学历提升继续教育，其中电力行业不少于100
人；其他行业具体年度目标视前期电力行业试
点情况确定。

全力构建职工创新全周期服务机制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激发广大职工
创新创造活力，今年1月17日，在重庆市构建职
工创新全周期服务机制发布会上，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副主席余季平对重庆市构建职工创新
全周期服务机制进行了发布。

该机制由市总工会会同市科技局、市人力社
保局、市知识产权局、市科协等市级部门和单位
制定，致力于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助力
加快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构
建“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核心内容是构建“4+1+1”创新闭环工
作机制，“4”即系统推进职工创新能力培养、创新
项目支持、创新成果服务、创新收益分配4项重点
任务，打造多跨协同创新工作链；“1”即打造1个

“渝工创新”数字化应用场景，集成创新要素；第
二个“1”即打造1个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到“货架”，从而营造“想
创新、敢创新、能创新、善创新”的职工创新生态。

同时，会上还提出了职工创新全周期服务
机制的目标任务：到2025年底，职工创新全周
期服务机制基本形成，“渝工创新”数字化平台
正式运行，每万名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拥有量
达30件，支持职工技术攻关创新项目200项；到
2027年底，职工创新全周期服务机制迭代升级，

“渝工创新”数字化应用场景多跨协同，每万名
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拥有量达40件，支持职工
技术攻关创新项目400项；到2029年底，职工创
新全周期服务机制日趋健全，“渝工创新”数字
化平台汇聚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不少于1万条，每
万名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拥有量达50件，支持
职工技术攻关创新项目600项。

未来，市总工会将在资金、资源、平台等方
面加大投入，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深
度融合，持续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热情与创造
潜能，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为建设制造业强国贡献更大力量。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通讯员
徐熙孟 摄影报道

激发职工创新活力
助力“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

重庆市交通建设系统首届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联盟创新成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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