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8日下午，在天元区残联、泰山路街道、泰园社区、市

益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及爱心志愿者的组织下，来

自城市五区的部分重度残友伴随“幸福车站无障碍出行”助残

活动的开展，漫游神农城。大家在神农大道上赏丹枫捡枫叶享

受冬日暖阳，在神农湖畔学习演绎《防溺水手语舞》增强应急

技能，灿烂的红枫辉映着残友们开心的笑脸。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陈志 摄

枫叶红了
他们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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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王
付银） 连日来，株洲市第十届“技能天下”职业技

能大赛系列活动之“技能大师走基层”活动，陆续

走进职业院校、企业，通过技能大师分享学习和成

长经历，激励学生、工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技能大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活动中做

了着重讲述。

从学徒到“大咖”，技能点亮人生

这些响当当的技能大师，往往学历与起点并

不高，有的是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厂，有的是技校毕

业后进了企业，有的长期在外务工，身份曾是临时

工、学徒、打工仔……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特级技能师邓元

山16岁时进厂，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成长为“全国

技术能手”“湖南省技能大师”“湖湘工匠年度人物”

“湖南省劳动模范”，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专一行，千万锤、成

一器。”邓元山说，技能改变了他一生，给了他一切。

湖南航空技师学院的“00 后”数控专业老师

罗淑芬，初中毕业后没有读高中，而是进入技校。

经过勤学苦练，她获得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数控车赛项金牌，今年 9月，她又荣获了第二届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数控车赛项铜牌。

“我的成功在于我的选择，既然选择了一定要

坚持走下去。”罗淑芬说，自己将带领学生用技能

为梦想奋斗。

吴乐明从技校毕业后进入企业，在铣工岗位摸

爬滚打20多年，如今成为“中国航发技能大师”，累

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项。

“不要因为学历低而自卑，不要觉得工人没前

景。”吴乐明说，年青人想象力丰富、创造力强，只

要肯努力，梦想定能成为现实。

注重“传帮带”，带出一批批高徒

制造名城株洲，拥有轨道交通装备和中小航

空发动机 2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还有 6个省级

产业集群，技能大师们大部分出自相关的产业。伴

随制造业成长起来的他们，格外注重“传帮带”和

传承工匠精神，带出了一批批高徒。

从业 35 年来，邓元山坚守科研生产一线，解

决了关键加工技术方面的许多难题，提升了我国

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能力。2015 年，邓元山领衔

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

“工匠的秘诀就是要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闯劲去学习、去钻研。”邓元山说。

近年来，邓元山累计培训操作人员 5500 多人

次，16 名徒弟已成长为高级技师，45 名徒弟成为

技师，其中 9 人获评公司劳模、5 人获评地市级劳

模、3人获评省部级（集团）劳模、5人获评“湖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1 人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

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吴端华技校毕业后，先后在株洲、广州等地的

汽车维修店打工。2010 年，他应聘到了北京汽车

株洲分公司。如今，他已从修理工成长为汽车维修

高级技师，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重要荣誉。

吴端华是北汽株洲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

人。近年来，工作室累计培养技师、高级技师 140

多人。其中，32 人获省市级“五一”劳动奖章，1 人

获市级技术能手称号。

“我给自己的定位不仅是一名工匠，更想成为

一位匠师。”吴端华说，他深知技能提升四个字的

厚重，“将手艺传下去成为我工作的首要任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
讯员/王付银 刘元） 11 月 16 日，株洲市

第十届“技能天下”职业技能大赛系列活

动之“技能大师走基层”第三站，来到湖

南省商业技师学院。5 位技能大师逐一上

台讲课，激励更多的学生好好学习，走技

能成才之路。

当天，文照辉、吴乐明、肖乾亮、盛金

龙、肖冰 5位来自株洲各行业的技能大师

逐一登台，分享自己立足技能岗位，实现

技能成才的故事，激励学生把工匠精神

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脚踏实地，勤奋刻苦

学习，夯实技能，用技能创造美好生活。

该学院 200 余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

“从这些技能大师身上，我领悟到了‘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意义，我将以他们

为榜样，勤学知识，苦练技能，争取早日

成为烹饪行业的大师。”该学院烹饪专业

学生宾凡说。

市人社局副局长田智思说，技能大

师以执著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演

绎了精彩的人生，也必将鼓舞更多青年

一代劳动者，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技能大师走基层”系列活动将陆续

走进企业、高校、县市区，宣传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企业家进高校讲就业创业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大

学生在校期间如何规划职业生涯？”“大学生

创业如何避坑？”……11月 13日，湖南有色金

属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家进校园·讲好就业创

业故事”首场活动开讲。

活动现场，株洲厚朴兄弟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聃，株洲肯特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

司创始人、湖南有色金属行业先进个人张国顺

分别以《新时代大学生破圈与坚守》《筑梦、蓄

能、起航》为题，就“毕业选择”“创业思维”等主

题，与大学生分享创业故事和交流经验。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

行，吸引了该校 3000 多名师生参与。活动旨

在组建企业家导师资源库纳入到该院“双创”

导师队伍，探索建立校企协同就业育人平台，

为大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创业平台。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
员/王佳佳） 石峰区石峰头二村的章阿姨最

近心情不错，因为 55岁的她成功找到了一份

工作，“在学校做保洁，离家只有四五分钟路

程，月薪 2100元。”

贴心服务快又准

“薪酬看起来不高，但我很知足了。”章阿

姨说，她去了不少招聘会，由于年纪偏大，加

之手上没有技能，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尤其是

爱人患病后，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这次在

家门口如愿找到工作，帮我省了很多事。”

“头一天吃晚饭时，在社区微信群里看到

招聘信息，第二天就上班了。”56 岁的陈师傅

住在石峰区响石广场附近，上个月找了一份

水电工工作。“每个月 3200 元，有保险，离家

近，太好了！”

“招聘方便快捷，还不需要付费。”株洲振

垣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玺说，他

们公司前不久在石峰区接了一个新项目，需

要招聘工作人员。他扫描“招工墙”二维码后，

发布了招聘信息，很快就有就业服务专员提

供服务，随后陆续有人来应聘。在这之前，他

要么通过熟人介绍求职者，要么通过各种付

费平台，发布招聘需求。

章阿姨等人之所以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得益于石峰区正在推进的“就业岗位信息归

集及发布‘两面墙’”举措。“两面墙”施行两个

月来，石峰区已有600多家企业通过“用工墙”

入群，发布了 560条用工需求信息，56名就业

困难群体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311名网格员精准服务

两个月前，为促进辖区居民就业，发掘更

多就业岗位，帮助企业顺利招工，该区人社局打

造了石峰区用工者和求职者线上信息共享平台。

目前，为“两面墙”服务的就业服务专员

达到了 311 名。他们均是石峰区的网格员，日

常工作涉及社保、医保、民政等，对辖区内的

居民情况了如指掌，可以高效地为求职者提

供就业咨询、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

求职者与企业只要扫描“两面墙”二维

码，分别通过“求职墙”和“招工墙”留下需求

便可。收到需求后，就业服务专员会及时收集

就业岗位和求职人员信息，并定期在社区群

发布，同时精准匹配求职与招聘信息，安排线

下面试。居民发现意向岗位后，可联系群内义

务就业服务专员，主动应聘；如暂无意向岗

位，也可填报就业信息，等待匹配。接下来，

该局将通过大数据反馈，择优选择人力资源

公司，为求职者提供更多服务。

“就业是最大民生，一定要落地做实。”石

峰区人社局局长周明说，信息爆炸时代，各种

招聘信息铺天盖地，真假难辨。同时，一些求

职者由于年龄偏大、身体残疾、缺乏经验等，

成为就业困难群体。在此背景下，他们运用大

数据思维，整合网格化管理优势资源，搭建了

“两面墙”平台，通过精准匹配，帮助求职者尤

其是就业困难群体走上岗位，同时为企业招

聘合适的员工。
“技能大师走基层”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石峰区香樟社区招聘会现场。

通讯员 供图

石峰区：“两面墙”帮就业困难人群找工作

技能大师们的不凡成才路
曾经他们是学徒、临时工、技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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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师
进校园开讲

长株潭老干部书画联展开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邓伟勇 通讯员/康良田）
11 月 17 日，长株潭第二届老

干部书画联展在株洲市夕阳

红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开幕。省

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罗智群出

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

长李武宁宣布书画展开幕。

本次展览以纪念毛泽东

主席诞辰 130 周年为契机，以

“银耀长株潭 助力一体化”

为主题，共展出老干部书画

作品 132 幅，这些作品紧紧围

绕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丰功伟绩、讴歌新时代

伟大变革、反映长株潭一体

化建设实践成果等主题进行

创作，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

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的主

旋律，为实现“三高四新”美

好蓝图，奋力建设现代化新

湖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鼓与呼。展览将

持续到 11月 30日。

开幕式后还召开了长株

潭三市老干部局长联席会议，

与会人员围绕推进长株潭老

干部工作展开探讨与交流。

前往扬州泰州“取经”

推动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刘琼 通讯员/刘源） 近

日，副市长杨胜跃带队赴江

苏省扬州市、泰州市考察，学

习如何推动紧密型医疗集团

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等。

考察组先后参观了扬州

市江都区大桥中心卫生院、广

陵区汤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中

心卫生院等，就当地紧密型医

疗集团组建、医联（共）体建

设、实训基地建设、糖筛工作

站和名医工作室培育、中医馆

建设等方面进行“取经”，并在

扬州市召开座谈会。

“扬州、泰州的很多经验

值得借鉴，不论是政府的引

导、推动，还是上级医院的支

持、人员培训等，都值得我们

学习。”杨胜跃表示，有关部

门和单位要看到差距，切实

推动我市紧密型医联（共）体

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让人民群众就近享

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卫

生健康服务。

全市法院多项指标
“领跑”全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贺天鸿 通讯员/周子熙）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审判执行暨营商环境工作调

度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陈坚主持会议并

讲话。

截至 10 月底，全市法院

新收各类案件 74984 件、结案

63329 件，13 项审判执行核心

质效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全

市法院组建速裁团队 30 个，

速裁结案 1998 件，小额诉讼

结案 698 件，平均审理周期缩

短至 24.31天。另外，全市法院

受 理 诉 前 调 解 纠 纷 案 件

46442 件 ，诉 前 调 解 成 功

31550 件 ，诉 前 调 解 成 功 率

67.9%，全市法院一站式“诉源

治理”工作暂居全省第一。

陈坚指出，全市法院要坚

决贯彻落实省高院党组提出

的“讲政治、顾大局、精主业、

强队伍”总体要求和“两聚焦

一结合”工作思路，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认真践行新时代能

动司法理念，持续抓好服务大

局“五项重点工作”，以审判工

作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株洲建设。

340辆货车跨省过户的背后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谭昕吾 通讯
员/陈文美） 340辆物流货运车需办理跨省

过户，流程复杂、手续繁多，常规办理时间要

1 年以上。但中都（株洲）物流有限公司仅用

半年时间，就解决了问题。这是株洲高新区

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升级、助企降

本增效的生动写照。

今年 4月，高新区企业服务专员潘佰祥

日常走访时，遇到中都（株洲）物流负责人李

树明，对方十分焦急。原来，因企业内部调

整，中都物流河北分公司即将注销，340 辆

货运车辆计划落户株洲。

货车过户工作涉及交警、交通运输、车

管所等多个部门，且车辆必须通过现场检

测。而且货车都在外面跑，不可能一辆辆集

中到株洲办过户。

潘佰祥马上回到单位报告情况。高新区

企业服务局随即主动召集区交通局、天元交

警大队等单位，召开专题调度会，明确由区

交通局对接市交通局，帮企业完成道路运输

证的过户手续；天元交警大队则负责对接市

车管所，帮企业完成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的

过户手续……

“看到高新区不同部门分工协作、同时

推进，当时就有了信心。”李树明说，由于车

辆较多，只能陆续抵达株洲，预计每月有 30

多辆车抵株，能否按月批量过户。交通、交警

部门负责人当场表示，可以批量审批，最大

程度给企业提供便利。

6 月份，手续办到关键环节，遇到我市

开展“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车管所业务

爆满，该公司车辆过户事宜进度放缓。当时

即由市委办牵头，在我市“企业办事不求人”

的工作机制下，市区两级联动，进入服务“加

速”状态。

前不久，当第 340 辆物流货车完成过户

时，李树明欣喜地赞叹说：“你们帮公司解决

了一个大问题，既压缩了时间，又节省了成

本，株洲的服务质量和效率，给了企业在此

发展最足的信心和底气。”

确立坚持制造业当家、创新为主驱动、成本领先的

发展思路，株洲高质量发展因子正在蓄势聚能，涵盖全

市各条战线各个行业。

攸县广寒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宁可多花5亿元，为13棵

古树而迁移坝址。也许有人会问，多花的这5亿元，值不值？如

果从纯经济角度考量，不值！但是，如果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论）的角度考量，算生态账，值！因

为这一举动不仅保护了作为优质生态产品的古树，更是体现

了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决心——一掷千金，在所不惜。同时，

它还会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

古树一事，在实践“两山”理论过程中，没有见到“真

金白银”，还花了不少“真金白银”。但是转化角度，践行

“两山”理论，追求高质量发展，必将回报更多的“真金白

银”。

株洲全产业链“链”出百亿元油茶产业，这一创新经

验被人民日报推介，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个案例中，

“两山”理论由抽象的理论，具象化到了现实的生态产业

发展中，可感可知。“量”与“质”，在实践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实现了鱼与熊掌兼得。

吃到高质量发展甜头的还有醴陵和攸县。两者从片

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在 2023 赛迪中部百强县榜单中，分列第 12

位、第 53位。成绩的取得，不仅是“质”的体现，还有“量的

作用”——两者都达到“GDP≥35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0亿元”的双门槛。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如何坚持“质”与“量”的辩

证统一，更多的实践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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