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姜镭， 男， 1969年9月出生， 中共党

员，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
司厂务资深总监、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主
要负责统筹规划工厂建设、 动力设施的运
行工作， 2002年， 参加中国第一条12英
寸集成电路生产厂的建设， 2015年主导建
设中国最大的单体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厂
并荣获国际LEED金奖 （中国首家）。

提案建议
关注一线生产者社会地位的提升， 想

办法让制造业生产者获得认同感、 职业尊
严感， 让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留在生产
一线。

代表感言
作为工会代表， 我认为认真履职就是

切实反映基层职工的心声， 提出好建议、
拿出好主意， 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人物简介
苟光茂， 男， 贵州桐梓县人 ,1967年

11月出生， 1995年3月进入丰台卢沟桥乡
政府工作， 先后任乡司法科工作科员、 副
科长、 乡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乡信访办主
任。 2011年9月起至今， 任丰台区卢沟桥
乡党委委员、 总工会主席。 2011年4月获
北京市信访矛盾排查调处先进个人； 2011
年7月获丰台区群众身边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 2014年3月当选北京市总工会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代表。

提案建议
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 失业职工的

职业助推问题。 他希望工会在鼓励职工取
得技能技术资格证书、 资格认证的同时，
多措并举， 根据失地、 失业职工的不同行
业、 不同需求， 更多的面向基层开展更有
针对性的职业助推， 全方位提升基层职工
的职业技能。

代表感言
作为一名来自从农村向城市化转型地

区的总工会主席， 使失地、 失业职工提高
职业技能， 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到更适合自
己的工作岗位， 是自己作为一名工会代表
最大的责任！

苟光茂：
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失业职工

□本报记者 李婧

姜镭：
提高制造业一线生产者社会地位

代 表 风 采

从小就有农民情结
苟光茂出生在贵州桐梓县， 父母都是

典型的农民， 他是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成
长起来的农家子弟。 作为家里的老大， 为
了减轻生活压力， 年仅14岁， 就在寒假期
间 ， 瞒着父母到当地小煤窑当苦工 ， 为
家里挣出全年所需的燃煤 。 他深知农民
的疾苦与生活的艰辛， 对农民有着天然的
感情。

1986年考学落榜后， 他来到北京在企
业边打工、 边参加法律专业函授学习， 先
后通过参加自学考试 ， 拿到律师专业专
科、 本科文凭， 以及在职研究生学历。

1995年作为农村集体干部， 苟光茂到
卢沟桥乡司法科从事司法工作， 同时在乡
法律事务所从事兼职法律工作。 在从事司
法工作中， 他始终秉承客观、 公正原则，
充分发挥自己的法律专长， 调处了大量的
宅基地纠纷、 乡镇企业职工权益纠纷、 村
民家庭财产分割等民事纠纷， 还为企业代
理大量债务追讨等经济案件， 为企业挽回
大量经济损失。 在法律服务工作中， 他始
终无偿地为本地区困难村民做免费法律事
务代理， 深受地区企业和村民的欢迎。

2001年， 苟光茂参加全市乡镇公务员
考试， 被招录为一名基层公务员， 司法机
构改革后， 安排到卢沟桥乡经济委员会任
副主任 。 2008年 ， 在奥运会召开前夕 ，
苟光茂到卢沟桥乡信访办担任主任。 他充
分发挥自己法律专业特长， 以及从事多年
司法工作的经历， 调处化解了大量的信访
矛盾纠纷， 以及一大批多年的信访积案。

尽心尽力做好职工的娘家人
2011年， 苟光茂开始担任卢沟桥地区

总工会主席。 每次组织开展活动， 他都要
事前做好调研， 根据本地区行业特点， 聚
焦各行业职工需求 ， 从不同维度进行谋
划、 设计， 在不同时段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 他先后组织地区职工开展公文写
作竞赛、 建筑行业安全知识竞赛、 钢筋工
技能大赛、 专职消防队伍技能大比武、 电
力抢险职工技能大赛、 餐饮行业职工厨艺

大赛等系列活动， 助推职工职业技能稳步
提升， 激发各行业职工爱岗敬业、 钻研技
能， 比学赶超的精神， 积极投身地区城市
化建设进程。

苟光茂还根据自己分管信访工作的优
势， 着力建立健全职工维权机制。 属地各
单位在涉及广大职工权益的政策出台前，
他先行进行职工信访风险评估， 从源头上
避免或减少侵害职工权益的事件发生， 还
利用工会服务站、 矛盾调解室、 法律咨询
热线听取职工反映诉求， 对重大疑难的信
访， 苟光茂亲自接待信访职工， 解决职工
的合理利益诉求。

“凡是职工合法有依据的诉求， 工会
就要大力支持， 通过党政协调各方力量，
积极给予解决， 不能让职工失望， 让组织
失信。” 苟光茂说。

“为适应新时代青年职工需求的多样
化， 我们还依托基层党建、 群团组织和楼
宇工会服务站， 大力倡导职工志愿服务工
作， 在规模性企业、 职工密集区域， 在职
业助推 、 互助保障 、 教育培训 、 心理疏
导、 交友联谊、 岗位练兵等内容上提供精
准服务， 满足职工就近、 便利地享受更多
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 把更多
的职工凝聚在一起。” 苟光茂感慨地告诉
记者。

让失地失业职工有业可就
在城市化进程中， 苟光茂通过调研发

现， 本地区大量的农村职工因失去土地、
以及随着首都产业升级转移， 原有乡镇企
业所从事的低端企业淘汰或疏解退出， 地
区职工， 包括在该地区务工的外来职工，
能够通过考取职业资格证书， 得到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助推和新兴行业职业技能认证
证书助推的难度较大， 他们在向城市化转
型后有业可就， 有技可施就成了亟待解决
的问题。 而苟光茂在参加中国工会十七大
时， 他的提案也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为维护失地职工职业助推的合法权
益， 苟光茂提出了几点建议： 通过购买服
务方式， 鼓励基层工会举办技能大赛， 为
职工搭建提升技能的平台； 通过给基层工
会推荐或提供专业老师， 鼓励基层工会举
办职工技能提升大讲堂， 组织更多职工参
加学习培训， 实现职业助推的目的。

“基层工会组织还应积极发挥自身的
桥梁纽带作用， 因地制宜组织举办行业职
工岗位练兵活动 ， 助推职工职业技能提
升。 在组织技能大赛、 岗位练兵活动中，
应增加一定比例的理论知识内容， 引导职
工既重视实际操作， 也注重专业理论知识
的提升。” 苟光茂最后说。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是世
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 ,也
是中国内地技术最全面、 配套最完善、 规
模最大、 跨国经营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其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北京公司拥有我国
第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是国内规
模最大的12英寸集成电路代工厂， 一直领
跑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

建设“绿色”工厂，让每一
点资源都循环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姜镭的工作安排
非常饱和， 日程从早排到晚， 即使晚上9
点多也依然在工作。 姜镭在繁忙的工作间
隙配合电话采访， 每次通话都不超过十分
钟。 当记者问他， 在主导建设中国最大的
单体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厂的三年时间
里， 是否需要长期加班， 是否时常遇到建
设中需要攻坚的难点时， 他不假思索地回
答： “不仅仅是这三年的时间， 其实， 我
们这个行业长期加班是一种普遍的职业习
惯。 遇到难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也
是常事。 大部分时间在单位， 在报表中，
在会议上， 在厂房里， 这是我非常普通的
一种生活状态。”

姜镭于2002年加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
制造 （北京） 有限公司， 一直从事厂务工
作 ， 曾任资深工程师 、 主任工程师 、 经
理、 总监， 现任厂务资深总监， 公司党委
书记、 工会主席。 在他看来， 厂务不仅是
简单地为生产提供水、 电、 气、 热、 化学
品等动力 、 生产材料以及维持生产所
需环境的保障 、 服务部门； 同时也是执
行环境保护政策、 安全生产法规、 持续节
能减排、 处理生产所产生的废水、 废气、
废液、 部分固体废弃物的实施部门， 是生
产建设的先锋部队， 更是绿色工厂的践行
使者。

记者了解到， 姜镭曾在2002年参加中
国第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厂的建设，
在2015年， 主导建设中国最大的单体12英
寸集成电路生产厂———中芯北京二期工
程。 该生产厂荣获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
发的LEED金奖， 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此奖项的集成电路生产厂。 姜镭在开发应
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方
面有突出贡献， 尤其在节能减排及危废处
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主导建设的厂
房设计满足绿色工业建筑二星级标准。

据姜镭介绍， 在主导建设中芯北京二
期工程之时， 他贯彻了绿色工厂的理念。
“比如， 我们将再生水用于洗涤塔、 冷却

塔以及景观喷泉， 用冷却塔排水用于卫生
间冲厕， 将雨水回收用于绿地灌溉。 力争
用好每一滴水， 循环利用水资源。”姜镭表
示，在生产厂设计建设之初，使用变频机、
新型高效电机、LED照明也是绿色工厂的
体现。自2002年起，也就是他入职那一年开
始， 中芯北京的工厂陆续建成并投入大规
模集成电路生产使用中，在生产、生活用水
的过程中均做到了合理利用每一滴水。 水
资源综合利用率达98%以上， 生产水回用
率达到75%以上。 截止到2016年12月，总计
节约自来水1132万吨 （相当于近6个昆明
湖）， 节电11646万度电 （相当于4万多个
家庭一年的用电指标 )。 自2008年起， 中
芯国际利用热电厂热水锅炉的余热替代市
政蒸汽， 共节约蒸汽量3万余吨。

提案： 提升基层生产者的
社会地位

作为代表， 姜镭此次上会主要关注基
层劳动者，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基层职
工。 姜镭说， 他所在的集成电路企业， 属
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肩负着行业发展的
重任， 其研发团队都是高学历人才， 包括
一部分海外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 同时，
中芯国际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大部分员工
生产制造的一线职工。 相较于高大上的研
发人员， 生产制造部门的从业人员、 管理
人员， 以及从事工艺生产和工艺管理的职
工， 他们的社会认同感需要提升。 姜镭表
示， 制造业的维系和发展与这些生产者息
息相关。 这些投身生产一线的职工， 大多
也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 如硕士、 学士，
是有知识、 有技术的从业者。 前端的研发
人员有了好的想法， 设计出蓝图， 后期需
要生产制造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 制
造业是离不开生产者、 工人、 基层的管理
人员的， 生产者是生产的基础， 应该想办
法让他们留在制造业， 留在一线， 在专业
领域继续深入研究。 不仅仅是加工资， 还
要提高社会地位， 提高职业认同感， 希望
工会组织能为生产者做一些切实有力的保
障工作。

姜镭说，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些
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比如开发区针对生
产一线的班组长进行 ‘磐石计划’ 培训教
育。 这种培训贴近生产， 给我们的一线班
组长很大帮助和鼓励。 今年又推行促进职
业能力提升的补贴政策， 鼓励员工积极参
与职业资格等级考试、 继续教育和专业职
称评审。 此外， 还组织各类评选活动， 选
出工作努力、 成绩卓然的一线生产者， 授
予荣誉， 让他们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同
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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