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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巴山的春风吹绿汉江两岸， 冰冻
的雪水化作滋长万物的甘露， 一个振奋人
心的好消息像燕子衔着春泥归来般， 从位
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的全国总工会办
公室传来———安康市康嫂家政服务培训学
校的金牌讲师王荣荣再次喜获殊荣， 被表
彰为全国劳动模范。无数次站上奖台、无数
次荣誉加身， 从一名普通家政学员到国家
级技能大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再
到如今的全国劳模，王荣荣的故事里，不仅
暗藏着广大劳动者的奋斗足迹， 更是安康
市总工会多年来深耕人才培育、 赋能产业
振兴的生动注脚。而今，一场以工匠精神为
坐标、 人才振兴为路径的创新变革正在秦
巴大地发出激励人心的回响， 指引着全市
产业业态在工会力量的催动下， 不断迈向
新的高地。

一朵耀眼“金花”的绽放之路

时间回溯至 2020 年 8 月，在山西大同
举办的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现场， 时年
34 岁的王荣荣屏息凝神。案板上，300 克面
粉与 200 克牛肉的精确配比考验着她的指
尖分寸；灶台前，宫保鸡丁的爆炒火候牵动
着每一根跃动的神经。 当计时器归零的瞬
间，她以行云流水的操作征服评委，一举摘
得家政服务项目金牌。这一刻，不仅是她人
生的高光时刻， 更成为安康技能扶贫工程
的里程碑。

“是市总工会为我插上了追梦的翅
膀。 ”谈及成长历程，王荣荣总把这句话挂
在嘴边。 2019 年，她走进安康市康嫂家政
服务培训学校，20 天的封闭培训彻底改写
人生轨迹。从婴儿护理到营养膳食，从家居
清洁到心理疏导， 工会搭建的培训体系让
她从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蜕变为市场认

可的“全能管家”。 当全国技能大赛的号角
吹响，她从严格的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作为
安康技能人才的代表走向全国赛事的擂台
并摘得桂冠。

自此以后， 荣誉接二连三地落到王荣
荣的肩头。 全国技术能手、 陕西省首席技
师、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如
今的王荣荣，既是康嫂家政的金字招牌，也
是秦巴山区万千劳动者的精神图腾。 她的
故事印证着市总工会的核心理念———“授
人以渔，方能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王荣荣的传奇， 正在安康大地上批量
复制。 2024 年全市劳动和技能竞赛现场，
57 名省级技术能手同台竞技的盛况，诠释
着“工会搭台，职工唱戏”的生动实践。在茶
艺师指尖流转的紫阳毛尖、 在毛绒玩具设
计师笔下的潮流 IP……每个细节都闪耀
着产业工人的智慧光芒。

一座工匠学院的诞生密码

2024 年 12 月 27 日 ，黄叶漫天 、冬雪
纷扬，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校区内却暖
意融融。 随着红绸落下，“安康市劳模工匠
学院”的金字牌匾在闪光灯下熠熠生辉。这
个承载着产业腾飞梦想、 培养技术人才的
摇篮，从构想到落地历时数月，凝结着市总
工会“为产业育匠才，为发展筑根基”的战
略远见。

“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需要与之匹配的
人才矩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赵立根在揭牌仪式上的讲话重若磐石。
面对生态旅游、富硒产业、新型材料这三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宏伟蓝图，人才缺口犹如
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仅民宿管家、低空飞
行等新兴领域，全市专业人才缺口就达千余
人。 劳模工匠学院的诞生，正是破解产业跃

升与人才断层矛盾的破题之笔。
走进学院筹备办公室，墙上悬挂的介绍

图令人振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星辰
列阵，实训基地似砥柱中流。 课程设置直指
产业痛点，为富硒食品企业定制质量管控课
程、新型材料行业开发绿色工艺培训、民宿
产业设计沉浸式服务模块。更令人瞩目的是
创新的培养模式：企业选才、学院育才、大师
成才，这种精准铆合的育才机制，让人才培
养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国家级技能大师领衔人赵晓燕的办公
桌上，人才档案册见证着筹备组的匠心。翻
开册页，既有智能制造企业的技术骨干，也
有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我们要打造的不是
流水线上的技工， 而是能引领行业变革的
将帅之才。 ” 作为劳模工匠学院的成员之
一，她信心十足的话语中透着豪情。 据悉，
首期培训将聚焦技能精进、管理思维、职业
素养等多维能力的提升， 通过技术攻关擂
台、大师工作坊、产业链研学等创新形式，
锻造复合型领军人才。

翻开年度成绩单， 会发现市总工会的
创新之举远不止于此。 组建劳模工匠助企
行技术服务队、为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带火
“生态旅游+” 新业态、“技能培训直通车”
开进社区村镇，2024 年惠及劳动者数以万
计。 成效的背后，是“培育一个、带动一片、
影响一方”的人才裂变。 这样的例子，在富
硒食品车间、智慧物流基地、消费电子生产
线等处不胜枚举， 当技能人才与产业链条
深度咬合， 产生的化学反应用量质齐升四
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一曲汉江之畔的奋进长歌

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眺望，
劳模工匠学院的蓝图愈发清晰。到 2025 年

年末培养 600 名高素质技能人才， 建设一
大批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 这些目标如同
汉江上的航标， 指引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的航向。市总工会以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为
总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将工匠学院的每一间教室、每一台设
备、每一份教案，都化作托举产业腾飞的基
石。在这里，技能传承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复
制，而是创新火花的碰撞场、产业升级的策
源地。

在劳模工匠学院的规划中， 生态旅游
实训基地的微缩景观引人入胜、 智慧民宿
管理系统将跳动实时数据、 富硒茶文化体
验馆飘散缕缕清香。这些未来可期的场景，
正通过“大师带徒”“项目攻关”等创新机制
照进现实。

夜色中的汉江霓虹闪烁， 和散落在城
市不同区域的产业园区遥相呼应， 白炽灯
点亮“黑灯工厂”、披星戴月的产业工人满
怀致富希望。 一个个“王荣荣”用手中的锅
铲、扳手、缝纫机，走向劳模工匠学院的训
练场。 这正是市总工会的作为证明：“劳动
者的技能高度， 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质量厚
度；产业工人的成长速度，丈量着乡村振兴
的实现进度。 ”

在这片催人奋进的热土上， 工匠精神
早已超越技术范畴， 升华为择一事终一生
的执着追求、偏毫厘不敢安的极致追求、千
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 当劳模工匠学院
的培训室内人头攒动，这些劳动者的身影，
终将汇聚成“千亿集群拔地起，汉江潮涌创
新天”的磅礴力量，为安康经济社会高质量
作出积极贡献。

漏雨的住宅楼顶、成堆的生活垃圾、堵
塞的消防通道……这些曾是汉滨区馨华园
小区的日常图景。

然而， 短短 87 天， 这个建成 22 年的
“高龄”小区却上演了一场“逆生长”———屋
顶防水重做、花坛绿意盎然 、车辆停放有
序， 业主们自发拆除了 250 余台影响施工
的太阳能热水器，更用 59 万元自筹资金撬
动了政府专项补助 ，让 “老破小 ”蜕变为
“幸福里”。

“卧室摆满接水盆 ， 雨天全家打地
铺。 ”提起过往，馨华园顶楼住户何学安连
连摇头。

馨华园小区建成于 2003 年，因楼顶防
水层老化，顶楼住户常年饱受漏雨困扰，墙
面霉斑蔓延，家具受潮变形。 更令人揪心
的是，过宽的绿化带挤占消防通道，私家车
见缝插针随意停放，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申请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却卡在政策
门槛上。 ”该小区业委会主任胡兴俊坦言，
按陕西省现行标准，2000 年后建成的小区
暂不列入改造范围。 眼看家园日渐老破，
业主们心急如焚。

“群众有所呼，就要有所应，馨华园小
区情况特殊，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解决。 ”
汉滨区住建局局长向阳叮嘱该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专班。

面对无项目无资金的困境，汉滨区住
建局工作专班经与馨华园小区业委会反复
沟通后，决定采取“群众自筹+专项补助”
的办法，破解改造资金难题。

消息一出，争议四起。 “凭啥别的小区
政府全包？ ”“顶楼漏水和低层啥关系？ ”质
疑声中，社区干部和业委会成员挨家挨户
走访，甚至为困难家庭垫付维修基金。

“小区是大家的 ， 不能只等政府兜
底！ ” 馨华园小区 1 号楼住户陈礼菊带头
响应， 主动拆除自家楼顶的太阳能热水
器。 在她的带动下，250 余台设备如期拆
除。 最终，260 户业主筹齐 59 万元，占小区
改造概算资金 37%，为改造按下启动键。

改造不仅是工程，更是一场基层治理
的 “实验”。 业主投票选定 7 项优先工程：
屋面防水、垃圾房改造、绿化带瘦身……10
余位业主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全天候协调
施工；有人自费购买树苗，有人义务清理杂
草；社区还引入专业物业公司，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

“以前抱怨问题没人管，现在自己就是
‘管家人’！ ”馨华园小区业主代表张建军
说。 曾经堵塞的消防通道拓宽了 2 米，畅
通了“生命通道”；楼顶铺设新型防水卷材，
顶楼住户再也不怕漏雨了；废弃角落变身
“共享花园”，月季、紫薇争相绽放。

馨华园小区的“新生”，是汉滨区老旧
小区改造新模式的缩影。

近年来，汉滨区创新“中央补助+地方
债+居民自筹” 机制， 累计争取上级资金
1.2 亿元，发行专项债券 1 亿元，撬动业主
自筹资金 3800 万元， 完成 107 个小区改

造，加装电梯 83 部，惠及 1.6 万余人。
“政府不能大包大揽， 关键是要激发业

主的‘主人翁’意识。 ”向阳表示，“该模式既
缓解了财政压力， 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汉
滨区住建局将进一步推广这种 ‘自主更新’
经验，让更多老旧小区实现‘暖心蜕变’”。

千 锤 百 炼 铸 匠 才
———市总工会“劳模工匠学院”激发发展新动能

记者 吴苏

22 年“高龄小区”87 天旧貌换新颜
通讯员 沈荣康 宋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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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康地方
首次代表会议

为了推进土改、“三反运动”、整党和地方建政工作，宣
传土改政策 ，指导实践操作 ，制定适合安康区情的土改计
划和措施， 需要通过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来进行研究部署。
这时中共安康地委党的地方机构和组织已经基本建立，各
县区及军分区已经建立起党委和党组 ， 社会秩序基本稳
定，全区党员人数已经超过 1000 人，干部队伍近 4000 人 ，
具备了选举党代表通过会议讨论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的
条件。 经过中共安康地委积极筹备和精心组织，省委的认
真指导，报请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召开中共安康地方首次代
表会议。

1951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2 日， 中国共产党安康地方
首次代表会议在安康市（今汉滨区）老城七星街 （后改为五
星街） 召开。 全面部署全区土地改革工作。

在大会上，地委副书记李力安传达了《陕西省委对安康
地委关于今冬明春实行土改计划的批答》指示，并对《安康地
委关于今冬明春实行土改计划（草案）》作了说明；会议听取
了地委书记唐方雷《关于土地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总结》 的报
告、专区公安分处《关于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专署《关于财
政工作的发言》 报告；会议通过了 《中共安康地方第一次党
代表会议决议》。

经过 5 天的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省委的指示及地
委提出的计划都是完全正确的。 讨论中进一步明确了“依
靠贫农 、雇农 ，团结中农 ，中立富农 ，有步骤有分别地消减
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提高了对从思想
上发动群众的认识。 懂得了对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小土
地出租者占有土地量的最高标准，掌握了山货特产的没收
分配等重要政策和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步骤。

会议认为，经过肃特、反霸、减租、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等运动，农村各种革命组织已初步建立，群众政治觉悟空前
提高，积极分子大量涌现了出来；封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地
主剥削也大为削弱，在全区进行土改的时机已经成熟。 会议
讨论通过了地委提出的土地改革工作计划。

中共安康地方首次代表会议是党在安康划时代的一个
会议，是安康地区全体农民彻底翻身的一个重要标志。 大会
一致同意地委提出的土地改革工作计划及唐方雷同志的总
结报告；并决议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团结群众，动员全体党
员，动员全体干部，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正确贯
彻政策， 为彻底完成土
地改革工作而奋斗。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5 月 14 日，走进汉滨区培新小学
四年级 7 班教室 ，《垃圾分类学生读
本》整齐摆放在每位学生的课桌上，一
场以“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
课即将开始。科技活动室，一件件趣味
十足的“变废为宝”手工作品充分展现
出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废弃纸
箱经巧手剪裁变成创意收纳盒， 空塑
料瓶通过彩绘成为迷你绿植花盆……
这些场景正是我市教育系统深入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 我市教体系统将垃圾分
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构建起“制度保
障、课程融入、实践养成、家校社联动”
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全市各级学校
通过编制校本教材、 开展学科融合教
学、组织实践活动等方式，推动垃圾分
类教育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育人转
变。

在汉滨小学， 该校将垃圾分类写
入《竹品育人德育课程》，形成多学科
融合模式。 科学课讲“垃圾降解原理，
道德与法治课谈 “资源循环利用”，美
术课开展“废品创意改造”。 学校设置
“四色垃圾桶示范岗”， 鼓励亲子共做
“变废为宝”手工，联合社区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由学生担任讲解员向
周边居民科普分类知识。 汉滨小学政
教处主任胡苗苗说：“我们把垃圾分类
视为生活德育的重要切口， 不仅是教
孩子分垃圾， 更是通过这件小事培养
学生的责任意识、 科学思维和文明习
惯。未来，我们会继续以‘竹品育人’为
根，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文明的 ‘播种
者’。 ”

此外，安康市第一小学举办“垃圾
分类 从我做起”环保演讲比赛，安康
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开展 “践行新
时尚 分类志愿行” 主题升旗仪式，安
康高新中等职业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召
开垃圾分类知识主题培训会等。 全市
各学校通过各类实践活动， 将环保理
念转化为具体行动。

为建立长效机制， 市教体局出台
《2024 年市教体系统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方案》，各学校将垃圾分类与“文明
校园”“绿色学校”创建挂钩。 落实校（园）长责任，实现压力长效传
导，确保工作常态化推进。

当垃圾分类知识在课堂上不断积累， 实践则成了检验学习成
果、推行知行合一的关键环节。 据统计，2024 年“校园生活垃圾分
类普及月”期间，全市开展知识宣讲、主题班会、手抄报比赛等活动
160 余次，收集学生作品百余件。

与此同时，我市教体系统积极引导各校以“家校社联动”为纽
带，形成“三位一体”育人网络。各校每季度开展至少 1 次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向居民科普分类知识，引导
垃圾投放；通过“美丽校园我来拍”“亲子共做变废为宝”等活动，实
现“小手拉大手”的辐射效应，折射出教育联动的显著成效。 2024
年， 我市 41 所中心城区学校组建了 41 支师生志愿服务队，1000
余名教师、2000 余名学生成为垃圾分类“宣传员”，以 “十个一”实
践活动为纽带，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

这种教育联动体系，让垃圾分类成为文明传承的链接。正如培
新小学四年级学生李相茹怡所说：“我现在是家里的 ‘垃圾分类督
导员’，连妹妹都会正确投放垃圾了。 ”

从课堂认知到实践养成，从校园推广到社会参与，我市正通过
系统化的教育实践，让垃圾分类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为
生态文明建设培育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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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收获时。 在汉滨区晏坝镇中心社区安康客
意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园区内，小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灿灿的
光芒，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发出“沙沙”声响。 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在金
色麦浪中来回穿梭，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小麦从机舱中倾泻而出，颗颗金
黄、粒粒饱满，装满车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高效而精准。

“如今种粮十分便利，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既不用为技术发愁，也不
必担心销路问题。 ”安康客意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唐华说：“今
年种植了小麦 400 余亩，在科学管理下每亩小麦产量达到 400 多斤，预计
总产量可达 80 多吨，收成很好，这让我们对种粮越来越有信心。 ”

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该镇提前谋划，积极行动，一方面，联合汉滨区

农机中心，广泛联系收割机和运输车辆，充足的机械力量为抢收工作提供
了坚实保障；另一方面，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机手提供技
术指导和安全培训，确保机械安全、高效运行。 同时，该镇还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通过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及时向农户和农机手发布天气信息，指导
他们合理安排收割进度。

据悉，该镇今年共种植小麦 0.27 万亩。在小麦收割期间，当地调动收割
机抢收小麦，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充分发挥农用机械在小麦收割中的
作用。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强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工作，
确保夏粮抢收工作顺利完成。 同时，积极引导农户做好夏种夏管工作，为全
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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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械械收收割割 颗颗粒粒入入车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