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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新区开展2024年工会干部综合能力暨产改工作提升培训

打通产改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职工

有哪些合法权益？怎样维护？”“工
会干部的仪容仪表礼仪要注意些
什么？”“滇中新区产改如何创
新？”……近日，滇中新区2024年工
会干部综合能力暨产改工作提升
培训班举办，通过课堂教学与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工
会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业务知识
水平，找准产改工作的方向。

课堂教学中，滇中新区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宣讲，邀请社会学
副教授、云南省工会共青团妇联
干部学校教师杨娅讲授群团干部
礼仪文化修养，昆明职工开放学
院原院长张和平讲授工会干部履
职能力建设。

“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肩负着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使
命。工会干部的能力素质和工作水
平，直接关系到工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影响力。加强工会干
部教育培训，提升工会干部的综合
素质，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
重要任务。”滇中新区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产改工作是此次培训班的“重
头戏”。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与亿万产业工
人息息相关的一项重大改革。云南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已经进入
第 7个年头，到了打通产改政策落
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期。滇中新
区产改如何创新？

带着这个问题，云南省工人运
动研究会副会长胡修平以《找准定
位 突出特色 全面创新 在新的历
史方位推动滇中新区产改跑出加
速度》为主题，结合滇中新区实际，
从产改是什么、为何要产改、怎么
抓产改、怎么抓创新 4个方面进行

讲授，勉励新区广大工会干部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好各项
工作，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
加有为的实干姿态推动产改工作
不断向园区、街道、基层延伸，打通
产改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现场教学环节，参训学员前往
省级产改试点云南磷化集团有限
公司、市级产改试点昆明神犁设备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参观企业产改
阵地，交流学习产改经验，对试点

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劳模创新工
作室、产改氛围营造等创新做法表
现出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此次培训意义重大，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平台。”参训
学员纷纷表示，接下来将把培训所
学知识与工会工作相结合，对标产
改试点企业，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
法和途径，切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党联系
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滇中新区机关各直属工会小
组，新区各街道总工会，各直属机
关、事业单位、产业（公司）工会委
员会，各社区、园区联合工会，新区
各产改试点企业、新区“四上”企业
相关人员近100人参加培训。

“熔溶姐，你帮我照看一下！”
“小芝，你去你去，我来卖。”
昆明东郊最高峰老爷山脚

下，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阿底社
区一户普通农家，衣着朴素的村
民李芝在自家门前方桌上摆了
些瓶装蜂蜜，每有游客经过，就
招呼大家来看看，“150 元 1 瓶，
这是春天的百花蜜。”站在她旁
边穿玫红色防晒运动衣、手脚麻
利的另一位女性，是昆明铁路局
的退休职工杨熔溶，“到明年，我
和小芝就整整认识 50年了。”

1975年秋天，杨熔溶只有 17
岁，初中毕业来到这里，认识了李
芝。“我们是知识青年，就近下到原
官渡区大板桥公社，我们被分配到
当时的阿底大队石灰窑生产队。”
那一年的9月，杨熔溶和同行的伙
伴共 12人，来到离昆明主城区约
50公里的阿底大队石灰窑插队。
在这里，她和村里年纪相仿的姑娘
李芝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

“当年，阿底没水、没电、没公
路。我们与阿底村民一起架杆拉
线，修路引水……”杨熔溶回忆起
自己刚到阿底的日子，青春时代的
乡村生活细节纷至沓来，“拿锄头
挖路，把原有的小路扩宽……从山
下村子唯一的电线杆上引电线，一
点一点引到村里。”

老爷山海拔 2730多米，是昆
明的最高峰之一，也是宜良县与
昆明城的界山。据杨熔溶讲述，当
时的阿底大队所在地属于昆明的
高寒山区，主要种植荞麦、洋芋、
包谷等对水源要求并不太高的农
作物，“我们都要下地干活，和小
芝他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杨熔溶说。

“熔溶姐对各种农活都很熟
悉，干得很不错呢！”李芝插话。

“杨大姐，你们俩谁年纪大
些？”记者问。

“我，我是姐姐。”杨熔溶说，她
比李芝大两岁。说话间，李芝从家
里找出一张黑白合影，泛黄的照片
上两位年轻的姑娘亲密地靠在一
起，“你猜，哪个是我？”李芝问。记
者看看照片，再看看眼前这两位已
经被岁月略微改变了容貌的姐妹，
还是能够分辨出哪个是当年的小
芝妹妹，“这个是您吧？太好看了
呀！您现在也没什么变化，眼睛还

是那么明亮。”
“小芝当年是我们村最漂亮的

姑娘。”杨熔溶说。
“老了，不好看了……”听到赞

美，今年 64岁的李芝笑起来，“熔
溶姐每年都回阿底，来我家吃饭。
我们一起过火把节、过春节。”

杨熔溶说，年轻时在阿底度
过的 3年是她人生中最难以忘怀
的时光，让她对农村生活有了深
刻的了解，还收获了人与人之间
最珍贵的友谊。“我和小芝一直保
持着联系。我总是会想起阿底，总
是忍不住想要用文字记录、描述、
赞美阿底。”

退休后，杨熔溶写了不少文
章回忆当年的生活。记者采访当
日，正值阿底社区一年一度的蜂
蜜文化节，和杨熔溶一起来阿底

“走亲戚”的田雨榕田大姐，是杨
熔溶在老年大学的同学，她就是
因为读了杨熔溶的文章深受感
动，才坚持要来阿底社区看一看。

“这里的山水美，蜂蜜甜，人心更
美！”田雨榕感叹。

如今拥有户籍人口 647人的
阿底社区，经济收入以种植豌
豆、白菜、小瓜、洋芋、玉米、大豆
等农作物为主。近年来，阿底社
区还探索出提升村民养蜂技术
和蜂蜜产量的“甜蜜”致富路，成
立了昆明青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年产蜂蜜约 10吨。社区通过举办
蜂蜜文化节、彝族火把节，为社
区居民带来更多游客和餐饮服
务业收入。

除了品质极佳的蜂蜜，李芝家
还种了几十亩小瓜，“小瓜每年也
有上万元收入。”

“阿底现在的日子，比从前好
太多了。”抚今追昔，杨熔溶倍感
欣慰，“现在开车到小芝家，很快
很方便，公路直通阿底。我们当知
青的时候，过年回趟昆明，再回
来，先坐车到大板桥，从大板桥下
车走路，要走整整 17公里的山路
才能到阿底。那时候的冬天比现
在冷，下很厚的雪，在山路上走啊
走啊……”

从 1975年到 2024年，杨熔溶
和李芝这对异姓姐妹也“走啊走
啊”……半个世纪的人生时光飞奔
而过，青春的过往历历在目。

本报记者 马逢萃 文/图

滇中新区阿底社区故事

跨越半个世纪的“姐妹情”

本报讯（记者 周凡 通讯员
李跃飞）近日，由某集团军某旅
联合云南滇中新区总工会、共青
团、妇联共同举办的“相约青春·
畅想美好”军地联谊活动圆满落
幕，来自各单位的100余名单身青
年欢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10余对嘉宾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那个他（她），共同开启幸福的
浪漫之旅。

活动中，嘉宾们踊跃参与心
心相印、数字抱抱、默契猜猜、欢
乐抢椅子等形式多样的趣味游
戏。随着距离感的消失，大家进入

破冰阶段，气氛逐渐升温，现场充
满欢声笑语和快乐的气息。

下一步，滇中新区总工会将
进一步优化和提升青年交友联谊
活动，搭建幸福桥梁，让更多人感
受到“娘家人”的温暖，打造好“穿
越滇中·乐享新区”文化品牌。

本报讯（记者 舒珺珩）近日，
由滇中产业发展集团主办，滇中新
港公司承办的“园区体系建设——
产业载体的定位招商、运营管理及
产业投资”专题培训在滇中新区特
色云品产业园举办。

培训针对园区资产经营的战
略定位与招商运营策略、产业项
目招商技巧与推广策略、产业项
目运营管理、物业管理等内容作

了详细讲解，并从产业项目案例
解析及项目实操演练等方面进行
深入探讨交流。参加培训的干部
职工表示，此次培训受益匪浅，通
过系统学习和深入交流，更深入
地了解了建设低碳智慧园区、科
技企业孵化等内容，期待能够将
培训内容实际运用于工作中，为
推动园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贡献力量。

滇中产业发展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集团及子公司将紧紧围绕
新区“一点一极两区”发展战略和
集团发展战略规划，聚焦产业创
新、开发和发展，深入梳理核心业
务和比较优势，结合各自实际，研
究制定发展规划和项目推进策略。
同时，挖掘工作中的亮点并开展有
效的宣传推广，最终实现公司及园
区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日前，
云南滇中新区召开网格化服务管理
业务培训会，对近期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并对相关业务进行系统培训。

会上，昆明市委社会工作部
副部长王兵围绕网格化服务管理
的基本要求、网格设置标准、网格
长和网格员的配置、网格职能职
责、综治微网格建设、五级党组织

体系构建等工作内容展开培训。
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
和昆明市委社会工作部还对新区
近期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接下来，新区将在现行五级
网格的基础上，按照网格设置及
网格长、网格员配置标准，对设置
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网格进行

调整优化，重新设置网格和划定
网格边界，建立网格化服务管理
基本事项清单，明确网格事项的
标准范围，进一步细化网格职能
职责，扎实稳步推进精细化网格
管理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好“神经
末梢”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

杨林经开区
再增3户规上企业

本报讯（记者 刘晓婕）近日，
记者从嵩明杨林经开区管委会获
悉，今年以来，杨林经开区持续推进
升规培育工作，进一步释放企业发
展活力，全力壮大园区经济总量。9
月，昆明禾康纸制品有限公司、云南
国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云一机（嵩
明）机床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入
规，这标志着园区新建投产入规企
业再增 3户，园区规上工业企业数
量达112户。

据介绍，昆明禾康纸制品有限
公司占地面积约 10.31亩，包括冲
切、成型等工艺车间，具有韩国冲
切、国产新生产线及自动包装、自动
检测、自动码垛等配套设施。云南国
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
18.97亩，主要生产钢结构、光伏支
架等产品。云一机（嵩明）机床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占地面积约2.7亩，是
一家以从事通用设备制造业为主的
企业，主要业务活动为金属切削机
床、金属成形机床等制造与销售。

下一步，杨林经开区将继续做
好精准摸排、精心指导、精确服务等
多项举措，全力做好规上工业企业
培育工作，确保达规企业顺利入规
纳统，不断积蓄园区工业高质量发
展强劲动能。

李芝（左）和杨熔溶合影。

滇中新区军地联谊活动“缘”满落幕

滇中产业发展集团开展专题培训

新区召开网格化服务管理业务培训会

课堂教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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