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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言传
身教中薪火相传，在新时代引领广大群众
不断奋勇前进，以培育工匠精神为核心推
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对经济转
型升级呼唤的回应，更是打造企业核心竞
争力所需。
　　近年来，市总工会坚持从实际出发，
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引导企业建立“种子
工匠——— 工匠——— 首席工匠”三级工匠爬
坡模型；构建培训、比拼、帮带、晋级、发
展、考核、激励“七位一体”培育体系，有针
对性地解决企业职工职业发展通道不畅、
高技能人才短缺、职工自豪感不强等问
题，让工匠型技能人才在推动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创新成果落地、企业创效增
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让让““工工匠匠种种子子””在在职职工工心心中中生生根根
发发芽芽

　　“去年刚刚被公司评为种子工匠，这
得益于青州市总工会推行的‘双三级’‘1+
X’工匠建设体系，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
奔头，看到了方向。”日前，青州供电公司
种子工匠丁雪莉感慨地说。
　　丁雪莉所说的“双三级”体系是指青
州市在市级成立了工匠体系建设工作专
班，镇级成立工匠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企
业成立工匠培育工作领导小组三级工匠
组织领导体系。同时，建立三级工匠培育
评定体系，企业层面，根据不同工种岗位
性质，培育种子工匠、工匠、首席工匠三级
工匠；镇级层面，从企业培育的三级工匠
人员中，按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选树镇级
工匠；市级层面，从镇级工匠中选树青州
工匠和金牌工匠，全力打造新时代工匠培
育引领之地和技能创新之地。
　　在此基础上，青州市总工会以“1+X”
加强阵地建设，广泛提高产业工人技能素
质。依托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成立青州劳
模工匠学院，量身设置15个专业，打造8个
实训基地，作为全市劳模工匠和新时期产
业工人队伍培训的主阵地。依托青州市骨
干企业，成立“X”所劳模工匠学校，作为
辖区内工匠技能人才培育提升的平台，因
企制宜，设置与企业特点相匹配的工匠培
育提升课程。目前，已成立了10所劳模工
匠学校。
　　青州市总工会的创新举措，是全市实
现职工素养速成和服务高质量发展“双丰

收”的一个缩影。为让高技能人才脱颖而
出，近年来，潍坊市总工会不断优化产业
工人的成长环境和上升路径。2021年，潍
坊市总工会联合市人才办印发《关于实施
新时代“潍坊工匠”建设工程的意见》、联
合11部门印发《关于在广大企业中建立三
级工匠体系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2022年，联合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
“智匠之家”建设工程助力产业工人技能
提升的意见》，切实将“潍坊工匠”选、育、
用、留机制落实到企业，为企业解决了培
育工匠却无成套体系的问题，推动“潍坊
工匠”品牌建设工程持续深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工匠推荐和选树以一
线从事岗位操作的高技能职工为主，侧重
“十强”产业，突出“十大创新”，让参选工
匠充分展示绝技绝活，做到优中选优，提
升了工匠选树的含金量。同时，不拘一格
地选拔体系让企业和职工的活力充分激
发，让兢兢业业奋战在生产一线的技能型
人才有了更多盼头，进一步筑牢培育未来
工匠金字塔的塔基，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凝
聚了职工伟力。

    赋赋能能成成长长抓抓精精度度打打造造新新型型产产业业
““工工匠匠””

　　“职工赋能中心会不定期举办各类与
蔬菜种植相关的培训，我已经参加了好几
期，在这里我学到了真知识，掌握了真本
领，对我非常有帮助。”寿光蔬菜种业集团
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刘梅告诉记者，通过学
习，她先后获得农业经理人技师、园艺生
产技术员技师称号。
　　如今，刘梅会种地、懂经营、善管理，
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这得益于寿光
市总工会依托蔬菜产业职工赋能中心，打
造了工匠学院、创新创效、思政引领、智慧
创客、技能实训五大赋能平台，为产业工
人提升深造和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在培养“工匠型”人才、激发职工创新创效
活力、增强实操训练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2021年，我同时荣获‘潍坊工匠’和

‘潍坊金牌工匠’双重荣誉，此后我多了光
荣的身份，也多了一份责任。”谈到自己的
职业成长历程，山东耶莉娅服装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张砚秀深有感触地说，从一名普
通职工到技术工人，再到金牌工匠，离不
开潍城区总工会的一路扶持。
　　近年来，潍城区总工会聚焦平台建
设，在产业工人素质提升方面不断探索，

锻造引领型、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安
全型产业工人队伍，全力推动“工匠”人才
队伍发展壮大。
　　像刘梅、张砚秀这样成功的事例在全
市还有很多。多年来，市总工会积极在基
础职业教育、工匠人才塑造等方面深化实
践探索，厚植工匠人才成长土壤。
　　广泛深入持久开展职工劳动和技能
竞赛，连续举办全市“十百千万”职工技能
大比武活动，推进技能培训、技能比武、技
能帮带、技能晋级、技能激励于一体的职
工素质提升工程，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技
术革新、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
创新活动，不断拓宽技术工人技能提升
渠道。
　　着力实施“潍坊工匠”人才建设工程。
自2016年开始，我市每年评出50名“潍坊工
匠”和10名“潍坊金牌工匠”，并将“潍坊金
牌工匠”纳入高技能人才序列，去年又将
“潍坊工匠”增加为100名，进一步激发广
大职工的创新创造热情，扩大了工会工作
影响力和覆盖面。
　　不断扩大工匠人才规模效能，借助技
能竞赛选拔潜在的工匠型人才，通过为
“潍坊工匠”命名工匠创新工作室，评选职
工创新班组、创新创效能手等方式，甄别
出一批企业高技能创新型工匠队伍，发挥
劳模工匠学院、创新创效研究院、“智匠之
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等赋能
整合作用，打造了一批可持续服务企业的
工匠硬实力团队。
　　奋斗新时代创新结硕果。目前，全市
累计培育技术革新项目1936项，发明创造
项目769项，推广先进操作法680项，评选
优秀创业项目126个。其中，培育了2021年
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
类)一等奖汤海威等一批“职工科学家”，
这是近四年来全国第一个工人项目获此
殊荣。

    全全方方位位驱驱动动叫叫响响““潍潍坊坊工工匠匠””品品
牌牌

　　让工匠人才有作为。市总工会通过
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工种的技能竞赛
和实训等活动，让更多优秀职工参与到
竞争大比拼中。借助企业级、县级、市级
工匠选树平台激励更多技能人才进入工
匠序列，进位更高层次的技能切磋平台。
以实施技术培训、技术交流、技术攻关、
技术协作“四技服务”为核心，启动劳模
工匠“送技入企”实践活动，助力“暖企、

扶企、强企”行动，建立劳模工匠“4+X”积
分评价制度，发挥劳模工匠的智慧、技术
优势和“头雁领航”作用。2022年，开展“送
技入企”活动186场，解决技术难题200余
项，惠及职工15000余人，让工匠人才成就
感持续增强。
　　让工匠人才有影响。利用“齐鲁工
惠”App、微信公众号、抖音、工会官网等
网络媒体讲好工匠故事，打造工匠品牌，
持续扩大“潍坊工匠”品牌影响力。把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实施
人才兴潍、“潍坊工匠”建设工程战略结
合起来，召开三级工匠体系专项推进会
议，组建劳模工匠宣讲团加强宣传宣讲，
举办职工创新创业大赛，强化对职工的
思想政治引领。
　　让工匠人才有实惠。市总工会每年评

选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员创新企业和
职工创新创业能手，分别给予3万元奖励
和金融授信支持。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对工
匠技能人才实施自主奖励，潍柴集团2021
年度科技激励大会重奖“科技功臣”6441
万元；青州卷烟厂召开三级工匠推进会，
通过设立“工匠节”“工匠月”“工匠日”，建
立一甲工匠、青烟工匠、种子工匠“三级工
匠”评聘管理体系，着力提升劳模工匠的
地位和津贴；豪迈集团农民工、全国劳模
王钦峰因其为企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而累
计获得股权激励近亿元。这些举措让工匠

技能人才在荣誉和待遇上“既有面子，又
有里子”。
　　如今，全市工会组织以弘扬工匠精
神为核心，厚植企业工匠文化，推动工匠
文化融入城市记忆，怀匠心、践匠行、出
匠品、做匠人，在潍坊大地蔚然成风。截
至目前，全市涌现出像“大国工匠”王树
军、“齐鲁大工匠”汤海威、“齐鲁工匠”王
新福等为代表的532名市级及以上工匠、
1200名县级工匠以及10000余名企业级工
匠，使工匠人才挺起了“隐形冠军”城市
的硬脊梁。

让更多技能人才“有为”更“有位”
——— 市总工会推动“产改”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图①：潍坊市工
业机器人系统操作职工技

能竞赛现场，选手在进行快换
接头气压管路的连接。
  图②：潍城区服装行业职工职
业技能竞赛现场。
  图③：寿光市蔬菜产业职工赋
能中心智慧创客全媒体工作室
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助

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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