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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深入持久开展职工创新工作
为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全区工会职工创新工作回眸

近年来，包头市总工会充分发挥
劳模工匠人才在创新创业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按照“普遍开展、规范运作、逐
级筛选”的工作思路，在全市各行各业
创建了一批建设规范、作用有效发挥
的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在引领职
工创新、提升职工素质、促进企业发展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
市共创建各级各类劳模（职工）创新工
作室256个，其中2个被命名为全国示
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29

个被命名为自治区职工创新工作室，
120个被命名为包头市劳模（职工）创
新工作室。

包头市总工会按照“八有”标准，
坚持规范化运作，坚持分类推进，坚持
资金辅助支持，对命名为市级劳模（职
工）创新工作室，统一给予2万元的工
作补助经费。2015年以来市总每年
拿出工会经费40万元，命名20个市级
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2019年命名
25个。在创建工作中，包头市总工会

突出共推合力、突出创新创效、突出技
艺传承，工作室类型也由单一的技术
创新类发展成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
务创新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全市
各级创新工作室共开展创新攻关项目
2442项、创新成果2747项、获得发明
专利221项、拥有实用新型专利469
项，节约创造经济价值74亿余元。近
年来开展技能培训 47419 人次，有
460余名职工提升了技术等级。

包头市总工会注重宣传造势、注

重示范推广、注重搭建平台，将创新工
作室创建与宣传劳模、工匠精神有机
结合，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创新、争创一
流的浓厚氛围。

包头市总工会2017年起开展劳
模进社区、工匠进园区（职教园区）活
动，截至目前，已陆续组织 269名劳
模工匠深入 45 个社区、9 个工业园
区、4所职教园区学校，搭建了劳模
工匠引领社会风尚、发挥技能特长的
重要平台。

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包头市总工会

9 月 25 日至 27 日，由自治区总
工会、科技厅、工商联、贸促会在内蒙
古国际会展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
自治区职工创新成果展，共展出来自
全区 12个盟市和 6个产业系统 155
家参展单位选送的职工创新成果
468项，突出展示了近年来全区职工
的创新成果，为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
主力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搭建了舞
台，为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贡献。

这次成果展是对近年来全区各
级工会开展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工
作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全面总结和
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总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完成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充
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我国
广大职工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
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把自身前途命运
同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
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
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以不懈奋斗书写新时代华

章，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要围绕树立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导职
工以“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为主
题，深入开展各类竞赛活动。要加强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宏
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
人大军。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
民的楷模。大国工匠是职工队伍中
的高技能人才。工会要协同各个方
面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发挥作用搭
建平台、提供舞台，培养造就更多劳
动模范、大国工匠。

2013 年以来，自治区总工会把
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作为工会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的一项重点工作，纳
入全区劳动和技能竞赛总体规划及
年度工作计划，列入对盟市工会领导
班子实绩考核内容，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各盟市、产业工会高度重视，制
定出台本地区、本行业职工创新工作
室创建实施意见或方案，大力开展职
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全会形成齐
抓共促、层层推进的工作格局，有力
推进了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的
深入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创建一批管理规范、作用良好
的职工创新工作室，拓展了工会服
务大局、服务职工的工作品牌。自
治区总工会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深化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活
动的意见》（内工办发〔2015〕26号）
《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创新工作室考
核标准》（内工办发〔2018〕78 号），
提出创建工作五年规划和“七有”创
建标准。各盟市、产业工会精心培
育一批具有代表性、影响力、创新成
果突出的示范性创新工作室，以点
带面推进创建工作深入开展。截至
目前，全区共建立各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2131个，其中自治区级职工创
新工作室 228 个，全国示范性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7个。圆满
完成了5年创建2000家各级职工创
新工作室的目标任务。工作室的社
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在职工
中感召力强、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力的工会工作品牌。

产生大批创新成果，提升了企
业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职工创
新工作室立足生产第一线，聚焦企业
生产、管理、安全等中心工作，结合实

际开展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发明创
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为解决企
业技术难题、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全国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内蒙古电力科
学研究院姚树华创新工作室完成的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技术研究，每年
节约检修费用5000余万元，解决变压
器绕组变形现场诊断技术难题，减少
损失近亿元；国电投内蒙古公司2014
年以来成立32个职工创新工作室，累
计完成创新成果200余项，15项成果
获国家技术专利，直接创效9000余万
元；包钢矿用重型汽车修理工技能大
师工作室技术创新及修旧利废为企
业创效益3700余万元。据不完全统
计，自治区级以上职工创新工作室共
确立创新课题 3000多个，创新成果
2000多项，推广应用成果1300多项，
拥有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近500项;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自治区科技
进步奖70多项；全区各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创造及节约经济价值约50亿元。

培育大批技能人才和一线创新
人 才 ，提 高 了 职 工 队 伍 整 体 素 质 。
职工创新工作室是企业人才的聚集

地，通过发挥工作室人才集聚、集智
创新、技能传承等功能和示范带动作
用，广泛开展“师带徒”、技能培训和
技术交流等活动，为企业培养造就
了一支创新型技能人才队伍，推动
了职工队伍素质的提升。据统计，
全区各级创新工作室共开展师带徒
6.7 万人次，培训职工 32.2 万人次，
相继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模范
人物。在自治区总工会近年来三届
选树的30名“北疆工匠”中，就有18
名是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带
头人；自治区级以上职工创新工作
室中有 32 名带头人荣获自治区级
以上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今年劳模评选中，也有一定数
量的候选人是职工创新工作室带头
人。近5年来，全区有5个创新工作
室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34个荣获
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取得了一批重大攻关项目，提
高了对自治区经济发展大局的贡献
度。创新工作室覆盖了农业、水利、
电力、煤炭、机械加工、装备制造等
我区传统优势产业，也有人工智能、
国防科技、生态环保、网络通信、生

物制药等新兴前沿行业。很多职工
创新成果都是围绕“一带一路”、脱
贫攻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
湖两海”生态治理、西电东送等国家
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重大部署，开展
技术创新、技术攻关、发明创造等活
动取得的。如呼和浩特市地铁项目
建设、大青山生态建设等，有些是行
业中自治区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为
推动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和打好三大攻坚战中作
出了积极贡献。

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创建、发展，
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是全区各级工会
上下配合、攻坚克难、探索实践、共同
推进的结果。据统计，各级工会用于
建设、维护职工创新工作室的资金投
入累计已超过4亿元。

面向未来，全区各级工会将充
分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以新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推动职工
创新工作广泛深入持久开展，为实
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内蒙古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坚持以
创新引领发展,积极构建职工立足岗
位全员创新、依托班组团队创新、职工
创新工作室引领创新“三位一体”的职
工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内蒙古能源化学地质产业系统各
级工会紧紧围绕企业生产、技术、管
理、安全等中心工作，改进生产工艺
和流程，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技术创
新、发明创造、“五小”等活动，有力助
推企业创新发展。截至目前，产业系

统共建有姚树华、吉日嘎拉、许政超
全国级职工创新工作室3个，自治区
级职工创新工作室45个，内蒙古能源
化学地质系统职工创新工作室40个，
旗县（企业）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120
个。依托创新工作室取得的创新成
果达8318项，其中972项优秀成果获
得国家专利。

内蒙古能源化学地质产业系统各
级工会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协同
推进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的工作模

式，有针对性地培育和选树一批具有
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示范性职工创
新工作室。建立健全职工创新工作室
激励机制，对创新成果突出的职工创
新工作室，依据有关规定及时给予精
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对取得优异成绩
的工作室建设带头人及其成员优先纳
入推荐评先评优范围。对于已命名的
职工创新工作室实行动态管理，完善
考核体系，强化评估检查，确保职工创
新工作室建设高质量推进。对创新工

作室研发的创新成果，组织专家进行
评估、表彰，促进成果应用于生产实
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充分发挥带
动辐射作用和人才培育功能，组织职
工积极参加到技能培训、合理化建议、
技术攻关、“五小”和QC等活动中。
2019年至今，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
及其各基层企业，通过职工创新工作
室组织技术培训达6000余场次，培训
职工达41000人次。

搭建创新舞台争当时代先锋 持续推进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
内蒙古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2013年，按照自治区总工会和乌
兰察布市总工会的安排部署，由关慧
明牵头建立了“关慧明创新工作室”，
围绕“发扬劳模精神，用科技创新引领
冷凉蔬菜产业发展”的总目标，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

经过7年的发展，工作室组成由
方智远、张志斌、陆庆光等14位国家
级专家组成的高层次科研服务团队
和50多名服务科技特派员组成的科
技服务团队，共开展科技培训400场，
培训农民50000人次，培训技术人员

6000人次。在乌兰察布市设立院士
站示范基地6个，总计引进甘蓝、胡萝
卜等8个种类的新品种500多个；成功
推广中甘628、洋葱“红绣球”等新品
种；制订技术规程7套，试验示范新技
术40项，并形成技术报告；研发26项
新技术，形成图片资料2000多份，试
验记录284份；取得国家级科研成果2
项，发明专利5项，出版专著2部。

在新品种的引进与示范方面，冷
凉蔬菜院士工作站总计引进示范甘
蓝等新品种 800 多个，筛选出中甘

101、中甘 21等甘蓝品种，创造了中
甘21亩产12000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2014年，关慧明发明的“气流循
环固碳增产技术”取得突破进展，试
验示范新技术40项，研发洋葱播种带
直播技术等新技术26项，制订甘蓝、
洋葱等7套绿色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形成了冷凉蔬菜栽培技术体系。

在设施蔬菜结构变革以及机械
化生产的改进方面，关慧明在温室技
术研究与推广中不断探索研究，使乌
兰察布市的温室结构在 3年之内发

生了两次重要变革。2014 年，新型
日光温室实现了冬季茄果类蔬菜的
生产，每亩地每年增收 1万元以上。
2014 年，在院士工作站使用遥控飞
行器进行打药，初步实现了病虫害防
治的机械化。工作室针对冷凉蔬菜
病虫害开展科研攻关，发现了生物对
称性病虫害防治理论，创制出GC16
系列生态制剂，成功攻克红蜘蛛、蚜
虫等病虫害难题。

（本版文/图均由自治区总工会
经济技术部提供）

发扬劳模精神 用科技创新引领冷凉蔬菜产业发展
关慧明创新工作室

多年来，准能集团公司紧紧围绕
建设一流企业目标，充分发挥劳动模
范、骨干人才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
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入推进职工创新
工作室创建工作。截至目前，准能集
团公司在所属21个直属单位建立了
覆盖煤炭、电力、化工等各业务板块共
30个创新工作室。

公司明确了“九有六好”创建标
准，截至目前，准能集团公司所有创新
工作室占地面积约3600平方米，投入

设备设施 360 余台（套），投入费用
1050万元。公司各单位以劳模或高
技能人才为带头人，选拔具有一定理
论水平、业务专长、创新能力的职工加
入创新工作室，按照工作室、厂矿级、
公司级三级设置攻关课题，开展项目
攻关，近3年共收到199项公司级课题
申请，175项课题审核立项，157项课
题通过验收。2019年度参加全国煤
炭企业优秀“五小”创新成果评比，申
报43项成果，有34项成果获奖。

公司广泛开展“立项攻关解难题，
我为准能作贡献”主题创新创效活动，
引导职工在技术攻关解难题上见实
效。全国劳模魏建雄工作室攻克了
QSK60发动机大修工作，打破了康明
斯发动机的技术垄断，实现了矿用发
动机完全自主维修，年节约成本600
万元。大力推进分层次、分类型、针对
性强的岗位练兵活动，目前，全公司创
新工作室累计开展技术培训1635场
次、培训人数 305万人次、技术交流

765场次。
公司现已成立的30个职工创新

工作室，创新团队成员585人。其中，
1个工作室被命名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12个工作室被命名为省市
级、国家能源集团创新工作室、17个工工
作室被命名为作室被命名为““准能集团公司职工创准能集团公司职工创
新工作室新工作室””。。取得创新成果取得创新成果244244项项，，获获
得实用和发明专利得实用和发明专利106106项项，，发表论文发表论文
222222篇篇，，““五小五小””创新成果和合理化建议创新成果和合理化建议
74577457项项。。

弘扬工匠精神激发创新活力 引导职工技术攻关解难题
准能集团公司

全国劳模张发
展示创新成果。

北疆工匠徐宏
伟介绍创新情况。

北 疆 工 匠
乌 力 吉 介 绍 马
头琴制作工艺。

自治区劳模关
慧明（左一）介绍冷
凉蔬菜新品种。

神华宝日希勒
能源有限公司成果
展示。

职工创新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