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
重庆市总工
会、沙坪坝区
委区政府联合
主办的“重庆
工人红岩大思
政课”启动仪
式在沙坪坝区
举行，吸引了
全 市 的 600
余名劳模工
匠、产业工人、
青年职工代表
参加。此举旨
在全面提升职
工思政水平，
助力打造一支
信念坚定、品
德高尚、爱岗
敬业、自强不
息的新时代重
庆职工队伍。
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
余季平表示，
市总工会将重
点聚焦构建特
色化思政体
系、打造立体
化思政矩阵、
发展浸润化思
政格局三大维
度，着力打造
“重庆工人红
岩大思政课体
系”，精心培育
“红岩思政”育
人铸魂品牌。

铸魂
渝工

据了解，市总工会将立足工会“大学校”定
位，培育一批专家名师队伍，打造一批工人思政
课，遴选一批工运研学线路，建设一批实践教学
基地，让“工会事事有思政、干部人人讲思政、工
人处处学思政”。为了让思政教育既有“党味”
又接“地气”，市总工会还通过打造“理响青工”
宣教品牌、创建AI讲师、开发“思政+文创”IP、
发动职工创作文艺作品等举措，让思政教育“可
听、可看、可感、可传”。

2023年以来，市总工会深入实施职工群众
思想政治引领建设工程，创新打造“重庆工人红
岩大思政体系”，开展“劳模工匠、优秀思政教师
进千校万企”等各类宣讲活动1320场。做实做
好“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育，开展“中国
梦·劳动美”系列职工文体活动59场次。2025
年，全市将开展劳模工匠先进典型进企业、进校
园、进社区宣讲活动1000场次以上；并组织具
有重庆特色的市级“中国梦·劳动美”系列职工
文体艺活动100场次以上。

鼓励学员将论文写在工作岗位上

“我本来学的是工程机械专业，面对电力运
维这一全新领域，确实感到迷茫和挑战重重。”
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职工王蕴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工会系统组织的‘求学圆梦行动’不
仅圆了我的本科梦，还让我的技能水平提高了
不少，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信心。”

王蕴琦专科毕业后，曾辗转于数家企业上
班，但都不是特别满意。2020年，他入职市区供
电公司，成为运维岗位上的一线工人。由于专
业跨度大、电力理论知识缺乏，他在工作中遭遇
了不少困难。2021年3月，王蕴琦通过了华北
电力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成人本科考试。在重
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王蕴琦结
合工作，撰写了题为《配电网设备的运行维护及
供电可靠性管理》的论文。最后，王蕴琦不仅顺
利毕业，还将论文中的理论成果成功应用于实
际工作，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本科毕业后，王蕴琦被调至重庆科学城供
电中心客户服务业务部，从事用电检查工作。
他说：“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了，收入也提高了。”

王蕴琦的经历，是重庆市总工会以产教融
合联盟方式推动产业工人学历技能双提升的缩
影。重庆市电力行业产教融合联盟成立后，依
托华北电力大学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函授
站，以“技能培训+学历提升”互联互认等培养方
式，全面推行“毕业论文课题+现场技改项目”相
结合的选题方法，鼓励学员将论文写在岗位上。

2023年5月，全国首个由工会牵头的产教
联盟——重庆市电力行业产教融合联盟组建。

“截至目前，联盟已线上线下培训一线职工2万
余人次，帮助9400余人次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为行业企业近700名职工提供学历提升
服务……”最近，重庆市电力行业产教融合联盟
公布了自2023年成立以来的成绩单。

在电力行业产教融合联盟中，将劳模故事、企
业创业史融入教学，百余名劳模工匠担任“思政导
师”，已形成“论文写在岗位上”的实践教育模式。
作为推进“求学圆梦行动”的新方法，该联盟聚焦
破解产业工人学历技能提升工作中存在的继续教
育通道不畅、专业设置针对性不强、工学矛盾难以
解决和技能培训不够系统等痛点难点。

今年1月，25家企事业单位携手组建了重
庆市燃气地质行业产教融合联盟，进一步扩大
产教融合的影响力与实践范围。市总工会主要
负责同志表示，两大联盟通过产学研融会贯通、
畅通产业工人学历技能提升通道、强化技术交
流等方式，为产业工人开辟了学历技能双提升
的快车道。

鼓励青年以身边劳模为榜样

“我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工作了36年，终于取

得了今天的成就。”前不久，全国人大代表、中船
集团首席技师、重庆装备所属重庆红江加工中
心特级技师傅国涛宣讲全国两会精神，他结合
从业经历和成长经历，生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技能人才与工匠精神
在制造强国建设中作用不可或缺，我和公司同
事通过集体攻关，维修好进口装备，从而让成本
大大降低，为国家和企业创造财富。”傅国涛说。

不久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资深思政
专家龚蒙、重庆劲科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的劳动模
范李喜龙、国网重庆石柱供电公司的劳模曾永洪
共同担任授课讲师，为国网重庆石柱供电公司学
历提升班的50余名职工带来了一场知识与精神
的盛宴。课后，学员陈涛感慨说：“以前觉得劳模
离我们很远，听完课才明白，只要用心做好每一
件小事，我们都能成为自己岗位上的‘劳模’。”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宗伟告诉
记者，学校向联盟企业征集了大量具有电力行
业特色的思政教育课程素材，深度挖掘企业的
创业历程、劳模工匠的感人故事等优秀企业文
化资源，并将这些融入教学之中。同时，依托企
业文化展厅等设施，将思政课堂从校内延伸到
基层一线。“目前，联盟内的百余名劳模工匠已
成为‘思政老师’，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
人故事为学员们送来精神财富。”宗伟说，通过
身边的典型来引导职工成长成才，是一条非常
有效的“铸魂”方式。

重庆通过劳模工匠宣讲矩阵，组建“百名劳
模服务团”，以“传承红岩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
为主题，深入企业、校园、社区宣讲党的创新理
论和劳模事迹，形成“班前充电十分钟”“创新理
论进职工”等特色学习模式，成效明显。市总工
会将紧扣重庆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动产教融合联盟“多点
开花”，构建起以联盟为支撑、企业为主体、学校
为基础，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工会参与的技能
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产业工人踏上学历技能
双提升的“快车道”。

让劳模精神闪亮“两江四岸”

作为“8D魔幻城市”，重庆的夜景是一张闪
亮的城市名片。每天夜幕降临后，山城“两江四
岸”流光溢彩，其中重庆江北嘴“十屏联动”吸引
了大量游客的目光。

市总工会宣教网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每逢“五一”假期，市总工会都会通过“亮
灯”的方式让一线劳动者、劳模工匠、先进职工
等登上“城市封面”，用劳动之光点亮“两江四
岸”给予劳动者光荣礼遇。除了“十屏联动”外，
观音桥、解放碑等各大商圈LED显示屏，也会滚
动播放着“和自己说声辛苦了”“致敬每一位劳
动者”“用劳动托起中国梦”等问候标语及反映
劳动者工作场景的短视频等，吸引众多市民和
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这是市总工会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积极
培育“工”字系列职工文体活动品牌的缩影。每年

“五一”期间，除“亮灯致敬劳动者”外，重庆市总工
会还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旨在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劳动者的风
采。这些活动覆盖了线上线下，既有庄重的表彰
大会，也有深入企业、工地、社区的慰问演出。

近年来，重庆市总工会聚焦职工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精心烹制了节假日亮灯致敬劳动者、

“运动+文旅”畅游山城、“交互式”职工摄影展等
系列文体活动“大餐”，为职工们送上一道道“精
神盛宴”。广大职工可利用业余时间登录全国
职工线上健身运动平台的“走进新重庆 领略
新胜景”重庆市职工线上文体活动专区，一边进
行跳绳、高抬腿、健步走等运动，一边体验“山城
妙境”、追寻“渝味风情”、赓续“红岩精神”。去
年5月20日以来，重庆职工群体间掀起了一股
线上运动打卡的热潮。

市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市总工
会利用全国职工线上健身运动平台，精心打造
了“走进新重庆 领略新胜景”重庆市职工线上
文体活动专区，创新打造出“运动+文旅”职工文
体活动新模式，并推广到全国，为全国职工提供
了“线上+线下”沉浸式运动体验。

据介绍，市总工会将继续深化职工文化素
质建设，通过举办系列文化活动、比赛和展览，
展示重庆职工的风采和成就，增强职工的归属
感和自豪感，同时鼓励职工积极参与文艺创作
和文化创新活动，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渝
工”文化品牌。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陈军 通讯员 徐熙
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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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劳模工匠先进典型“三进”1000+场次
组织特色市级职工文体艺活动100+场次

2024年川渝两地巾帼劳模工匠进校园宣讲暨“我与劳模面对面”访谈活动

“中国梦·劳动美”能源系统职工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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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人红岩大思政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