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山东省工匠学院联盟
成立仪式在济南举行。 联盟将聚
焦发展新质生产力， 充分聚合全
省各级工匠学院人才、 资源、 平
台优势， 创新协同培育模式， 采
取理论授课、 现场教学、 课题牵

引相结合的方式， 集中组织开展
工匠人才培育， 构建多层次、 宽
领域职工赋能提升体系， 为广大
工匠人才学习钻研、 创新创造、
素质提升提供广阔的舞台。 （11
月19日 《大众日报》）

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
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大国
工匠、 高技能人才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当前， 推
动高质量发展急需大批高素质劳
动者、 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
和大国工匠。

培育工匠， 教育是根本。 近
年来， 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健全技工教育政策体系。 当前，
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 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
过2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6000万人 。 但相较于高质量发
展、 产业现代化、 科技创新等领
域的旺盛人才需求， 仍然存在一
定距离， 需要进一步壮大高技能
人才队伍。

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作为
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 现代化产业升级的人才基
础。 新时代新征程， 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
兴伟业迫切呼唤大国工匠、 高技
能人才竞相涌现。

打造 “工匠摇篮”， 夯实强
国建设基石， 要加强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 强化顶层 设 计 高 技
能 人 才 教 育 培 训 体 系 ， 提 振
“双一流 ” 建 设 高 校 辐射带动
高技能人才发展的作用， 面向企

业机构聘请行业精英、 工匠劳模
等驻校担任特聘导师， 联合开展
产学研协同攻关， 形成资源互补
的人才培养模式。 要倡导应用型
院校大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 以产业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导
向， 培育壮大产业工人队伍。 要
一体化建设中职、 高职和应用型
本科院校， 保证高技能人才培养
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采取校企合
作形式， 挂牌成立一批高技能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
室 ， 创新探索 “师徒制 ” “1+
X” 技能认定等高技能人才培养
举措。

大国工匠培育是一项基础工
程、 系统工程、 战略工程。 要常
抓不懈、 常抓常新， 不断搭建平
台 、 提供舞台 ， 融入技术 、 产

品、 品牌、 质量、 服务的每道工
序、 每个环节、 每次试验， 在注
重培养过硬政治素质和技术技能
素质、 一线生产现场工作经历的
同时， 强调在引领力、 实践力、
创新力、 攻关力、 传承力上显现
明显发展潜能， 采取岗位练兵、
劳动竞赛 、 技能比武 、 任务检
验 、 课题牵引 、 项目角逐等方
式， 让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充
分涌现。

新征程上， 要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 人才引领
驱动，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
强国、 人才强国， 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 大国工
匠，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
力人才保障。

钱夙伟：走进天津古文化街，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
筑群。长达687米的主街上，果仁
张、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等美
食招牌令人应接不暇， 泥人张彩
塑、 杨柳青年画等天津特色非遗
品牌云集， 老字号在这里焕发出
新的生机。老字号要焕发新光彩，
离不开创新，只有坚持不断创新，
持续推出创新产品， 才能焕发新
的生机和活力。

自2016年启动试点以来， 我国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已累计惠及260万人， 为群众减负超800
亿元。 （11月20日 新华社）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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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 ， 要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 、 科技自立自
强 、 人才引领驱动 ， 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 ， 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能人才 、 能工巧匠 、
大国工匠 ， 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
才保障。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趣味比赛”丰富职工业余生活

减负惠民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 日前， 由杭州市余杭区良
渚街道总工会举办的 “勇当先行
者 谱写新篇章 ” 余杭区职工系
列文化体育活动趣味比赛举办。
赛场上， 运动员们配合默契、 奋
力争先， 在趣味运动中增强了团
队凝聚力， 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面
貌 。 （11月20日 《浙江工人日
报》）

趣味比赛是深受职工欢迎的
一项运动方式。 首先， 趣味比赛

门槛低、 娱乐性强， 所以参与度
广。 同时， 趣味比赛投入成本不
高， 组织难度也不大， 但取得的
效果和蕴含的意义着实不小， 可
以让职工紧张的大脑得到很好的
放松休息， 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工
作； 有利于激发职工的 “运动意
识”， 引导职工养成文明健康的
生活习惯。 而且， 趣味比赛中有
不少集体项目需要相互配合， 这
无疑有助于增强职工的团队意
识， 提升企业凝聚力。

劳逸结合， 方能让生活和工
作相得益彰。 一些单位坚持开展
职工趣味比赛， 经常组织职工开
展健康跑、 健步走之类活动， 既
增强了职工体质， 也提升了职工
的精神面貌。

趣味比赛愉悦了职工身心，
振奋了职工精神， 丰富了职工业
余生活，是为职工赋能鼓劲的“充
电桩”和“加油站”。这样有意义的
活动，值得点赞。

□余清明

对微短剧
要加强监管

老字号坚持创新
才能焕发新的生机

急救科普
应从小抓起

厚植培育沃土 打造“工匠摇篮”

为了增强青少年的安全意
识，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
害的能力， 11月17日上午， 珠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市科普志愿
者协会举办的 “珠海市青少年科
普大讲堂” 邀请了来自遵义医科
大学珠海校区的 “健康广东行
动” 省级宣讲员张金峰老师， 现
场为大家讲解普及 “海姆立克急
救法” 的相关知识， 吸引了近百
名青少年及家长共同参加。 （11
月19日 《珠海特区报》）

珠海通过青少年科普大讲堂
宣传普及 “海姆立克急救法 ”，
这样的活动不仅体现了有关部门
对急救知识普及的高度重视， 更
彰显了从娃娃抓起、 全面提升公
众急救意识和能力的深远意义。

众所周知， 急救技能在关键
时刻能够挽救生命， 尤其是在学
校等人员密集场所， 其重要性更
是不言而喻 。 “海姆立克急救
法” 作为一种简单易学且行之有
效的急救方法， 其在异物卡喉等
紧急情况下的应用效果显著。 因
此， 将这一技能普及给广大青少
年， 无疑是在为他们未来的生活
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是社
会的希望。 在他们心中播下急救
知识的种子， 不仅能够提升他们
自身的安全素养， 更能够在他们
成年后， 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更多
的人， 形成一个良性的知识传播
循环。 这样一来， 整个社会的急
救意识和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
升， 人民的生命安全也将得到更
加有力的保障。

珠海市青少年科普大讲堂讲
解科普 “海姆立克急救法” 无疑
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它不仅让青
少年及家长们认识到了急救知识
的重要性，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 当然， 急救科
普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除了
需要政府、 学校、 社会组织等多
方面的共同努力外， 还需要每一
个家庭、 每一位家长的积极参与
和支持。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将
急救知识视为必备技能， 将急救
意识融入日常生活， 才能真正形
成一个全民参与、 全民受益的急
救科普新格局。 □王琦

“中国北极” 黑龙江漠河的
最北滑雪场开门迎客， “中国雪
都 ” 新疆阿勒泰的宾馆销量暴
增， 全国大众冰雪季即将在内蒙
古呼伦贝尔开启 。 寒 冬 已 至 ，
中国冰雪资源丰富的省份纷纷
开启冰雪季， 不断扩大的 “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让中国焕
发出 “冰雪活力”， 也催生了巨
大的 “冰雪商机”。 （11月20日
新华网）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冰
雪是大自然的馈赠， 冰雪资源背
后是广阔的冰雪经济 。 让冰雪
“冷资源 ” 加速转化为 “热动
能”， 进一步调动各方面发展冰

雪运动积极性， 让群众的参与激情
成为冰雪运动的不竭动力， 定能为
拉动经济增长贡献更多力量。

东北文旅 “出圈” 后， 各地冰
雪产业持续发力， 扩大冰雪旅游优
质产品供给 ， 打造冰雪文旅新业
态， 探索冰雪新玩法。 当前又一个
冰雪季来临， 各大滑雪场陆续开板
迎客， 冰雪运动热度不断攀升。 同
时， 各地不断拓展 “体育+文旅+
消费” 的冰雪经济链条， 推动冰雪
消费持续升温。

冰雪茫茫， 无限风光； 冰雪经
济， 大有可为。 要抓住 “冰雪热”
契机， 立足自身实际， 把群众冰雪
运动热情保持下去， 创造更好的冰

雪运动生态， 带动冰雪全产业
链发展， 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的同时， 拉动消费 、

畅通内需，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动能。

□向秋

让冰雪“冷资源”加速转化为“热动能”

司然：近年来，微短剧的风靡
引发社会关注。 中国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协会日前发布的 《中国微
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 （2024）》显
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微短剧
用户规模已达5.76亿人， 占整体
网民的52.4%， 呈稳步增长态势。
然而，随着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也
有一些问题产生， 付费观看 “套
路”多、内容浮夸制作粗等问题饱
受争议。针对这些问题，加强监管
显得尤为重要， 相关部门应加强
对微短剧内容的审核把关。同时，
要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推
动微短剧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