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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蘑菇云”
绽放得更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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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报名所需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2.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复印

件或工会会员证复印件或本单位
工会开具的加入工会证明；

3.报名申请表及综合审批表
（需加盖单位工会专用章）； 报考
开放大学项目 （含国家开放大学
和北京开放大学， 下同） 另需提
交 开 放 大 学 报 名 表 （ 在 开 放
大 学 报名系统报名后下载打印
签字）；

4.报考成人高考和开放大学
专升本需提供专科 （或以上） 毕
业证书复印件及在 “中国高等教
育学生信息网” 下载打印的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复印
件； 报考开放大学高起专需提供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 毕业
证书复印件， 报考成人高考专科
无需提供。

五、 报名及录取办法
1.考生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

报名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2.报考成人高考的考生于8

月 28日-9月 2日登陆北京教育
考试院网站报名 （报名院校代码
为011， 报考院校为 “北京市总
工会职工大学”）； 报考国家开放
大学的考生可登陆 “国家开放大
学招生” 微信公众号报名， 报名
时选择 “北京分部” “市工干院
分校”， 或扫附件2中报名二维码
报 名 ； 报 考 北 京 开 放 大 学 的
考生即日起至8月31日登陆北京
开 放 大 学 报 名 系 统 报 名 、 打
印 报 名表并手写签字 （报名过
程中学习形式选择 “学历教育”，
报名单位选择 “北京市工会干部
学院”）。

3．报名推荐单位按报考层次
汇总考生信息并签署意见， 经由
单位工会审批后将相关资料报送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报名截

止日期为2020年8月31日。
4. 报考成人高考的考生于10

月下旬参加成人高考 （具体时间
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公布
时间为准）。

5. 报考成人高考的考生按成
绩 择 优 录 取 ， 报 考 开 放 大 学
的考生按报名顺序审核录取， 额
满为止。

六、 复审及学费资助
新生入学后， 学校将对学生

提交的资料进行复审， 复审通过
的学生获得学费资助资格， 资助
标准为每人每年1600元 （如遇相
关政策调整 ， 按新政策标准执
行）。 学费资助评审工作于每年9
月进行， 当年成绩及格的学生可
获得资助。

·广告·

首都职工技术技能素质提升计划是北京市总工会为全面加强首都职工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而实施的首都职工技能
人才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建立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并重，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继续教育新模式， 助力企业技术技能人
才、 城市副中心建设者、 劳动模范、 新兴行业从业职工等群体提升学历层次、 技术技能及文化素养， 提高就业质量， 实现体面劳动、 舒心工
作、 全面发展。 由工会推荐报名， 录取后经两年半的业余学习， 成绩合格者可获得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国家承认学历。 符合资助条件者可享
受学费资助。

首都职工技术技能素质提升计划2020年招生简章

一、 招生对象
凡符合入学条件并经在京企事业单位推荐的持有工会会员服务卡

的在职职工， 均可报名。

三、 招生层次、 计划与专业

二、 招生院校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分校）

七、 报名咨询
咨询电话： 63525061 微信： 15311957516
电子邮箱： zhaoshengban@ghgy.com.cn
报名资料寄送地址： 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北京市工会干部学

院南楼235室

招生项目 招生层次 招生专业 报考院校 招生计划 学习形式及学制 总学费

成人高考项目

专升本 行政管理

北京市总工会
职工大学

200 业余面授2.5年

6100元

专科

计算机信息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
社会工作
市场营销

6100元

5220元

国家开放大学
项目

专升本
工商管理
社会工作

北京开放大学
北京市工会干
部学院分校

300
（各专业30人
以上开班 ）

业余远程授课+面授
2.5年

8424元

高起专
行政管理
物流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
8073元

北京开放大学
项目

专升本
安全工程
软件工程 业余远程授课2.5年

8800元

高起专 安全技术与管理 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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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壮歌祭河山

□阎仁厚

一位九十岁的鄂温克族老
妇人， 从早上开始， 讲一段故
事。 她从清晨讲到了正午， 从
正午讲到了黄昏， 直到半个月
亮升上来。 她在讲什么？ 她在
讲自己的一生， 她在讲一个民
族百年的苦难、 美好和活着的
历史。 这就是小说 《额尔古纳
河右岸》 所呈现给读者的故事
梗概。

那么多的鄂温克族人， 出
生在希楞柱里， 奔跑在驯鹿的
身旁， 成长于原始森林中， 过
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 他们
用利箭 、 用猎枪 ， 用捕兽夹
子， 获得食物和生存的权利。
男人们彪悍、 雄壮， 女人们勤
劳、能干，他们循着古朴的生活
方式，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在他们和恶劣的生存环
境斗争 的 同时 ， 时代的洪流
并未放过他们， 它裹挟着这个
民族艰难行进。 日本人曾经搅
乱他们的生活， 现代文明快速
发展的脚步， 终究让他们要慢
慢走出世代居住的森林， 去过
一种他们祖先不曾有过的生
活。 时代的步伐是挡不住的，
它带给一个弱小民族的， 到底
是什么呢？

这个民族的历史， 苦难成
河。 一个好端端的人， 或许因
为一个闪电， 一只猛兽就会逝
去； 一个好端端的家， 或许因
为一阵狂风， 一场暴雨就会倒
塌。 他们有大苦难， 也有大慈
悲， 更有大无畏。 他们不断地
走着， 一边告别亲人的遗体，
一边去寻找新的家园。

他们的生活是随着驯鹿的
生存需要而不断迁徙的， 哪里
有苔藓、 有蘑菇、 有河水， 他

们就去哪里。 暴雨、 风雪、 瘟
疫时时刻刻威胁着他们 。 可
是， 他们不怕， 他们始终不曾
停下前行的脚步。

萨满妮浩， 一次次在忘我
的舞蹈中， 拯救他人， 放弃亲
人乃至自己的生命。 这个残酷
的场景， 上演了多次， 当我流
着泪读这些章节的时候， 我想
起了为众人抱薪者， 想起了走
向祭台的先知。 他们的伟大，
不是我世俗的心所能完全读懂
的 。 但我深信 ， 正是这种奉
献、 牺牲的崇高道义， 是凝聚
一个民族的魂魄。

鄂温克族人和驯鹿一样，
是自由的 ， 听从大自然的召
唤。 他们和森林、 湖泊、 风雨
和谐相处。 尽管雷电曾带走他
们的亲人， 尽管风雪曾夺走他
们的驯鹿， 尽管湖泊流淌着他
们的眼泪。 可是， 他们依然留
恋着森林， 留恋着风声， 留恋
着苔藓， 留恋着这里的星光和
月亮。 那诞生于风声中的自由
之身啊， 终将由林间的风带走
肉体和灵魂！

鄂温克族的历史， 何尝不
是我们的先祖曾经走过的路？
那些茹毛饮血、 刀耕火种的先
人， 早已湮没在岁月的轮回里
了。 重读 《额尔古纳河右岸》，
这些远去的生命又回来了， 他
们的苦难， 他们的幸福， 他们
的悲歌， 是那么得远， 又是如
此得近。

“从事核工业一线建设工
作， ‘事业高于一切， 责任重于
一切， 严细融入一切， 进取成就
一切’ 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而是
要刻在我们的心里， 体现在我们
的行动上。” 这是我15年前所在
的一个基层项目部的党支部书记
对我们党员说过的话。 这句话并
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 但时至今
日仍然不时在我耳旁回响， 深深
地影响了我对做一个核工业人和
一名合格党员的认识。

我清楚地记得， 那时接到公
司通知， 我便启程奔赴这个核工
业一线工程项目。 来到项目时间
不长， 正赶上现场一台大型复杂
关键设备需要安装就位， 项目部
组建了党员突击队。 作为一名年
轻党员， 我被安排到突击队一位
老党员师傅身边学习锻炼。 进入
班组后 ， 热心的工人师傅告诉
我： “小马， 我们这里就要在学
中干， 在干中学。” 很快， 我就
发现大家是这么说的， 更是这么
做的， 大家都在为确保如期完成
设备安装拼搏着 。 潜移默化之
下， 我也习惯了吃完饭， 不需要
班长召唤就主动往现场走。 班组
的人还没有凑齐， 先到的同事就
围着图纸， 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
下一步该怎么干， 要注意什么。
有的说， 吊装方案再调整一下；
有的说， 安全防护措施还要再落

实一下……技术人员也会和大家
交流设备的技术资料， 让大家提
前了解设备的 “脾气”。 党支部
书记在动员会上说过， 把这样一
个 “硬骨头” 交给我们， 既是对
我们的信任， 更是落在我们肩上
的责任。 正是这份光荣而艰巨的
使命， 激发了我们这个团队的合
力和动力。

在几个日夜的精心准备之
后， 我们终于等到设备进场。 这
是一个重要节点， 事关整个工程
的进度和质量。 于是， 党支部书
记便到现场进行再动员， 讲了开
头的那一句话。 我当时还不能完
全理解。 当紧张有序的吊装开始
时， 我震惊了。 那个党员突击队
长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 一丝不
苟地指挥现场人员各自就位， 眼
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冷静。 技术人
员紧盯着悬挂在半空中的设备，
指挥吊装人员调整高度角度， 精
确再精确。 配合人员随时等待指
令，一声令下马上行动。在我旁边
拧螺栓的师傅， 每拧一圈螺栓都
会数数， 我从他那里明白了什么
叫“精细”。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
设备顺利就位， 我擦了擦手心里
的汗。 什么是一个党员和一个核
工业建设者的初心使命？ 答案就
在现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里。

在那段时间， 工程现场有一
个新来的保卫人员， 他有一次忍

不住问别人： “这个项目有一群
人好奇怪， 咋都喜欢夜里12点以
后再去洗澡啊 ？” 我们听说后 ，
只是哈哈一笑。 因为我们知道，
这并不算新鲜事。 有一次， 和我
住在一个宿舍的同事大半夜叫醒
我， 他说他想了一个办法能让设
备移动就位时更有保障， 问我要
不要去和老师傅讨论一下。 我一
把摁住了他： “老师傅和我们一
样， 为了这份责任坚守到现在，
多不容易。 别打扰他了， 让老师
傅休息一会儿再说吧。”

若非亲身经历， 我也不会相
信这一切。 从那以后， 我坚信，
在核工业建设队伍中有一种催人
奋进的力量， 那就是核工业人的
初心和使命。

这样一段故事， 在核工业六
十多年的建设发展历程中也许并
不算精彩， 但它是我受到过的一
次最生动的人生洗礼， 是我们每
一个普通核工业建设者践行初心
使命的缩影。 在新时代， 只要每
个核工业建设者都能在自己平凡
的岗位上， 把属于自己的那份责
任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我们就一
定能把核工业人的初心使命奋力
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让 “蘑菇
云” 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

———重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工友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