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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速览】

永仁县：党建引领 产改赋能 着力打造农业共享产业工人

“幸福里”

云垦云橡公司：“小工匠”创造“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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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产改赋能
着力打造农业共享产业工人“幸福里”

永仁县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重点，以查利么现代

农业产业工人服务站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农业共享产业工人“幸

福里”。目前，“幸福里”社区共吸纳产业工人 3120人，实现务工收

入 2320 万元。典型经验被《工人日报》等媒体刊载，入选“中国

改革 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党建引领，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

永仁县通过建立“党组织+工会+劳务公司+劳动者+用工企业”

的组织化工作链条，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化就业。一是组织

带优带强。依托乡党委成立的“幸福里”社区党支部，组建永诚劳

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先期发展公司法人、管理人员、务

工人员近 100余名幸福里社区产业工人成为会员，让广大工人有

了可依靠可信赖的工会“娘家”。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作用，

建立企业用工信息台账和务工人员信息库，实现企业用工一个电

话，劳务公司统一组织、统一派遣、统一送达，形成“共享工人”，

既解决企业用工困难，又保障务工人员充分就业。二是阵地共建

共享。以幸福里社区党支部活动阵地建设为示范，面向更多务工

人员建好服务阵地，成立查利么现代农业产业工人服务站，投入 7

万余元建成工会驿站，最大程度满足务工人员学习、会议、活动、

娱乐、生活等需求。三是引领同心同向。州、县总工会围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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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思想引领、技能提升，会同组织、人社等部门在幸福里

社区开设了“新农民大讲堂”，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主线，组织相关部门每周为务工人员集中讲授政策、科技、法律

等知识，持续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活动，把产业工人牢

牢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指导公司工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组织工人在节假日、休息时间开展兵乓球、篮球、羽毛球、跳脚

等文体活动；组建彝族特色舞龙文艺表演队，在系列活动中增强

职工团队意识，提高产业工人向心力和凝聚力。

产改赋能，不断培养壮大共享产业工人

以产业技能培训赋能，建立“工会+劳务公司+用工企业+行业

部门”联动联训机制，让更多劳动者成为产业工人，把产业工人

培养为有组织、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的技能人才。一是全员

性综合培训提素质。聚焦农民素质提升，每周定期开办“幸福里”

农民大讲堂，通过上级请、部门派、自己上等方式，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安全生产、职工维权、就业创业、技术技能等为重点内

容，着力打造现代产业工人教育培训中心。二是专业性定向培训

懂技术。根据工人的学历、年龄、劳动岗位等实际情况，对工人

进行农业技术、生产管理、业务工种等订单式、体验式、定向专

项储能培训，并选送优秀代表参加见习。同时，开展技术员带班

组长、班组长带小组长、熟练工带新人的手把手帮带模式，快速

提高工人技能水平。三是技能性竞赛强本领。根据重点产业发展

需要和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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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热情和比拼精神。在“幸福里”社区启动了“团结奋斗促跨越

咱们工人有力量”2023 年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业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绿色食品制造业劳动竞赛，开展芒果和蓝莓种植、管理、采

摘、分拣等技能比赛。在哲林实业公司成立了尼章光芒果专家工

作站，楚雄旺悦莓公司建立蓝莓种植采摘技术工作站，引导广大

产业工人学技术、懂技术、用技术。

维权暖心，着力打造产业工人“幸福里”

坚持把服务产业工人的工作做深做细、把社区软硬环境做全

做优，用心用情把服务做到工人的心坎上，让工人在得住、留得

下。一是“菜单式”服务让工人省心。利用工会数据资源，依托工

会“e就业”平台开展线上就业服务，会同劳务公司、用工企业、

人社部门等开展就业服务活动，拓宽企业招聘信息发布渠道，对

企业和劳动者供需双方进行精准画像、自动匹配、智能推送，实

现人岗有效对接，做实“人找岗位”与“岗位找人”的双向互动服务。

二是“管家式”服务让工人安心。指导协助劳务公司建立“一人一企”

服务工作机制，针对登记用工企业情况，配备用工服务专员，并

建立用工服务专员服务企业清单，为企业提供“菜单式”“订单式”

服务，通过“一企一策”管家式服务，发掘企业用工需求，既让

务工人员每天有活可干、有岗可上、有工可做、有钱可挣，又有

效解决企业用工高峰期难题。三是“居家式”服务让工人舒心。整

合企业、工会、人社、乡镇等相关部门资金，建设完善查利么“幸

福里”产业工人租赁社区，建成社区面积 2000 多平方米，能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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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名产业工人居住。配套建设食堂、洗浴室、卫生间、洗衣房等

设施，工作时间内免费提供就餐、住宿，上下班专车接送，打造“拎

包入住、送餐到岗、餐后上工、往返接送”的优质务工环境，让群

众就地就近就业无“后顾之忧”。四是“阳光式”服务让工人暖心。

积极组织开展社区女职工免费体检、暑期爱心托管班、节假日问

候等惠就业、惠健康、惠生活的真情服务工作。指导公司完善职

代会、集体协商制度，落实“法院+工会”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机

制，实行日薪、周薪、月薪制并存的灵活薪酬发放，有效化解和

降低了劳动经济纠纷风险，积极为产业工人排忧解难，让职工由

衷发出幸福就在“幸福里”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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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工匠”创造“大效益”

云南农垦云橡投资有限公司维修技师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

室”）现有机修工作人员 14 人。在制胶加工繁忙的生产线上，轰

鸣的机器旁，总能看到一支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忙碌的身影，他

们背着工具包，手拿检修工具，穿梭在生产车间认真查看每台生

产设备，检测设备运行状态。他们就是云垦云橡的机修工人，无

论寒冬酷暑，无论白天黑夜，他们始终以匠心敬初心，解决了多

项设备维修的难题，“小工匠”创造“大效益”，成为保障生产设备安

全运行、圆满完成制胶加工生产任务的“护航者”。

改革创新的“推动者”

凭借多年在一线生产车间的打磨和积累，工作室的负责人黄

春华及成员们对生产设备有着不同常人的熟悉和了解。他们认真

分析总结老挝区域橡胶原料特点，根据实际需求，发明创造了原

料破碎预处理生产线。经过数月的试用、改进，原料破碎预处理

后加工发酵这一项技改在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7年，工作室研发的混合池除杂栅栏装置，有效解决了外

来杂质多且人工除杂成本高的问题，目前已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2018年初，面对第一台绉片机堵料严重、人工辅助进料存在安全

隐患的问题，工作室成员到生产车间实地勘察，根据实际，在辊

筒上方加装一个辅助小辊筒，通过施加外力辅助绉片机进料，一

个小小的辅助进料器完美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2019年，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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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粒机撕拽形成膨松的颗粒状生胶，常常出现胶块成团的问题，

导致橡胶产品存在质量隐患。工作室从撕粒机入手，查资料，找

原因，带着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提出在撕粒机上加两个小零件

的构思，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改方案，成功解决撕粒机成团造成的

产品质量隐患问题。

降本增效的“领航者”

为实现降本增效，工作室大胆突破，充分发挥物尽其用、人

尽其才效能，大力推行“修旧利废、变废为宝”机制，创新修旧模

式、创立修旧方法、创造修旧工具，实现生产设备标准化、专业

化、个性化修旧。

面对产量逐年增加，胶厂生产线上的绉片机辊筒、输送带辊

筒长期高度运行，磨损、老化严重，运回国内维修翻新成本高、

耗时长，严重制约了生产。针对这一问题，公司引进了一套车床、

铣床设备，经过工作室的不断试验，成功对磨损、老旧的辊筒维

修翻新，自主维修的辊筒完全满足生产需求，降低了维修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2023年以来，修复改造辊筒 50对，节约维修成

本 20万余元。

“修旧利废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学习、实践、创新的好机会，

大家伙儿可以通过拆装设备，认真分析内部结构，对设备、设施

进行优化、改进。”工作室负责人黄春华说道。工作室作为机修生

产修旧利废工作的中坚力量，涌现出许多修旧利废方面的“行家里

手”，比如已经磨损严重的破碎机定刀动刀、挤洗机壳体等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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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手中经过翻新，延长了零件的使用寿命，让已“退休”的

零件重新“上岗”，节省购买新零件的高昂费用，同时节省了出入

关税、运输费，大幅缩短设备故障停产时间，大大地降低了生产

成本。原本闲置的复合胶生产线干搅机，经过拆卸、重新组装焊

接，成为水线生产的糅合机，胶料混合效果显著，让老机器焕发

新光彩。

疑难杂症的“破解者”

再高超的技术也会遇到棘手的问题。由于老挝常年高温，机

械设备零部件磨损、老化问题严重，2023年 3月，连续工作了 15

天的机械设备“罢工”了，经过常规的检查和维修后，依然没能解

决问题。一次次查阅资料，一遍遍排查故障，一直忙碌到凌晨一

点才确定是挤洗机花盘、绞龙磨损严重无法正常使用。无法在境

外采购配件，从国内采购运输也需 10天以上，为尽快投入生产，

他们反复研讨、拆卸、堆焊、打磨、安装、试机，最终仅用 3 天

的时间解决了这一大问题，节约成本 1.2万余元。

制胶厂机械设备异常的电话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接到故障报

告后，他们迅速驱车赶往现场。经现场核实，由于绉机长期处于

超负荷运行状态，轴承磨损严重、出现裂缝，运行效率下降，齿

轮上链条松动，导致无法正常运转生产。他们迅速组织人员进行

抢修，努力把设备停用时间降到最低。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

修攻坚战，早一分钟恢复设备，就早一分钟开始生产，当设备重

新正常运转，他们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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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传承者”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黄春华作为维修技师

工作室负责人，深知“工匠精神”需要培育和传承，他将练就的本

领和精湛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众多中老籍青年员工，竭尽

所能地为生产一线培养后备力量。工作室为中老籍青年员工搭建

了学习平台，黄春华把“课堂”搬到生产车间，优化教育培训方法，

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对青年员工进行定期目标化培养，提高青

年员工综合素质，带动多名青年员工迅速成长为工作室的机修骨

干。

闲暇之余，他们常说：“修机器就像武侠小说里修炼武功一样，

一招一式，都是需要日复一日地积累和反复练习，心法就是理论，

没有强大的理论做支撑，机器必然修不好，只会动扳手、拧螺丝，

肯定是行不通的。”朴实无华的语言，透露出他们爱岗敬业、刻苦

钻研的宝贵精神，一次又一次技改，带来一次又一次成功，“小

工匠”身上散发出大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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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王树芬同志，全国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全

国总工会办公厅，省委改革办。

送：各州市、省级产业系统公司产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