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FREE TRADE PORT NEWS

·观察

03
2025年7月8日星期二

值班主任：赵晓龙 责任编辑：符文茜
美编：王发东 校对：吴磊

“手臂垂直，用

身体重量下压。”7月
5 日，海口市工人文

化宫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内，急救

导师的指令铿锵有

力，约 30名职工正对

着人体模型反复练

习心肺复苏。“成为

‘急救先锋’，关键时

刻能救命，我们一定

要认真学。”参加考

核 的 职 工 王 燕 说

道。目前，该基地已

培训超千名职工，

470 余人获得《心肺

复苏证书》，成为城市应急救援的

新生力量。

去年以来，市工人文化宫常态

化开展特色公益课，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新建 1200 余平方米的市职

工体育中心，依托“工会杯”“海宫

仔杯”等赛事掀起健身热潮；联合

市红十字会建设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创新“移动课堂+固定基地”双

轨模式，让应急救护培训惠及更多

职工。

“好球！扣杀！”“这球漂亮！”6

月28日，2025“海宫仔杯”第五场月

赛在市职工体育中心激烈开赛，选

手们挥拍如风，削球与扣杀引来阵

阵喝彩。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海

宫仔杯”周周有赛、月月有赛，将该

中心打造成职工们切磋球技、交流

情感的平台。

如果说市工人文化宫是点亮

职工梦想的“市区乐园”，那么正

在海口江东新区紧锣密鼓建设的

市职工活动中心，则将构建“一家

一地四中心”（职工之家、职工文

化产业研创基地、

职工教育培训中

心、职工文化中心、

职工体育中心、老

年职工活动中心）

的集中式、多样化

新阵地，进一步扩

大职工的“品质生

活圈”。

据悉，市职工

活动中心总建筑面

积约 5.7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广泛开展

职工文体、职工素

质提升培训、服务

保障职工权益及职

工创新创业等活动。

“通过构建立体化、全覆盖的

‘15 分钟职工活动服务圈’，让工

会服务触手可及。”市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建好、管好、用好工

会服务阵地，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让城市发展更

有温度，让职工生活更有质感。

同时，通过持续推动职工服务阵

地提档升级，使之成为工会服务

一线职工的重要窗口，并进一步

将其打造成椰城文明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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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慧

海口以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为抓手，

打造“15 分钟职工活动服务圈”，生动诠

释了城市发展中的人文关怀。通过着力

构建贴近基层、服务职工的多级服务阵

地有机综合体，切实提升职工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围绕职工工作、生活半径，精准对接

职工需求，是服务阵地建设的核心要

义。海口通过建设工会驿站、工匠学院

等，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下一

步应打造“跟着职工走的服务阵地”，为

他们提供走“心”的服务，运用大数据分

析职工诉求变化，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等

群体定制专属服务方案，确保服务更贴

合职工实际需求。

当前，海口“一站一品”和协同育人模

式成效显著，后续可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共建，通过政企合作、公益众筹等方式

拓宽资金与资源渠道。同时，积极推动跨

区域经验交流，借鉴先进城市的数字化管

理经验，搭建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服务阵

地的智能化管理与精准化运营。

职工服务阵地建设意义深远，要实现

长效发展，需建立长效评估机制。下一

步，海口应定期对服务阵地的使用效率、

职工满意度等进行量化评估，及时调整服

务内容与模式；加强服务阵地的人才队伍

建设，同时探索职工志愿者参与机制，增

强职工的归属感与服务热情。

服务跟着需求走
体验才能更充实

新建 64 个工会驿站，为户

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授牌8

家海口工匠学院，助力职工技能

提升；市职工活动中心即将竣

工，将有效满足职工生活休闲多

样化需求……

去年以来，我市以服务职工

为核心，积极拓展服务半径，协

同各方力量新建80余家职工服

务阵地。目前全市各级各类职

工服务阵地已超500家，平均每

10平方公里就有1处，初步实现

职工 15 分钟可达、可享工会服

务的目标，持续提升职工幸福

感、获得感。

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这些风雨无阻的城市“摆渡人”，如今有了

更多温暖的歇脚处。为了让户外劳动者

“累了能歇脚、渴了有水喝、热了能乘凉、冷

了可取暖”，海口去年以来新增工会驿站64
个，目前累计建成 97个，覆盖主城区及重

点乡镇。其中，3家 24小时智能化驿站尤

为亮眼，全天候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每当夜幕降临，亮着灯光的 24小时工

会驿站，便成为夜间劳动者的一处温馨港

湾。7月5日深夜，网约车司机秦海林熟门

熟路地走进 24小时工会驿站（海南天艺国

际酒店站）。他掏出保温袋里的饭盒，放进

微波炉，“嘀”声响起，热气升腾。“以前只能

在路边或车里凑合吃。现在有了这驿站，

开夜车也能吃上热乎饭、喝上温开水了。”

秦海林说。

“驿站建设不仅追求数量，更注重品

质，确保服务‘周周有安排、月月有主题、季

季有亮点’。”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口还创新推出“一站一品”模式，打造各具

特色的主题驿站。

6月 27日傍晚，海口市“工会佳缘”单

身职工联谊交友活动将皇马海口湾海景酒

店“工会佳缘驿站”装点成多巴胺主题游园

会，80名单身青年在舞会中寻觅缘分。“这

些定制化的交友空间和活动，让我们找对

象有了更好渠道。”来琼就业青年王鹤润满

怀期待。

去年11月至今，海口已建成2处“工会

佳缘驿站”，以“定时+定址”提供常态化服

务。今年还将依托驿站举办“6场主题活

动+8场小型联谊+11场区级活动”，为单身

职工搭建更多交流平台。

这只是工会驿站“一站一品”模式的缩

影。龙华区金贸街道工会驿站等站点举办

微型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良好的

供需桥梁；白沙门工会驿站打造法治宣传

栏，让普法深入人心；我市还向 14个工会

驿站投放AED，将“暖心驿站”升级为“安全

守护站”……目前，我市已形成“驿站+联

谊”“驿站+就业”“驿站+普法”“驿站+急

救”等服务品牌。

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引领未

来。日前，海口为 7 家单位举行

“海口工匠学院”揭牌暨劳模工

匠助企导师聘任仪式，深化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着力培养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

队伍。

海口经济学院海口工匠学院

便是其中之一。6 月 27 日，在该

学院的汽车维修实验室内，学校

中德应用技术学院汽车教研室主

任王小铅正围着教学用车，向学

生们讲解构造原理与故障排除。

作为“海口工匠学院劳模工

匠助企导师”，高级工程师王小铅

曾在多家知名汽车厂家工作，他

充满信心地说：“工匠学院的成

立，为更多职工和学生提供了接

触优质平台和资源的机会。我将

立足院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

力企业发展，为自贸港培养更多

优秀的技能人才。”

为传承工匠技艺、培养技术

人才、驱动创新发展，海口构建

“工会+院校+企业+工匠”协同育

人模式，已打造 8 家市级工匠学

院，创建 52家市级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广泛开展技术培训、业

务交流、名师带徒活动，拓宽产业

工人“学习分享圈”。

与此同时，职工阅读的“赋能

效应”同样显著。职工书屋覆盖

面持续扩大，功能不断升级，日益

成为职工学习充电、交流文化的

重要平台。

6月 28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

职工书屋内书香弥漫。几名职工

在技术类书架前驻足，专注翻阅

产品设计书籍。隔壁多媒体室，

“海宫仔读书号”活动正酣，职工

们围绕《睡眠革命》热烈讨论，探

寻高效睡眠与工作的秘诀。

去年 7月，该书屋在海口图书

馆的协助下启用，1500 余册书籍

吸引了不少职工前来“充电”。“书

屋藏书丰富，活动多样，是充电放

松、提升自我的好地方。”职工王

阳昊是这里的常客。

近年来，海口各级工会建设

优化 150余家职工阅读阵地，在保

障“有书读、方便读、就近读”基础

上，深入开展“工”字特色阅读活

动，让书屋成为职工文化建设和

素养提升的强劲引擎。

□本报记者 周慧/文 康登淋/图

记者手记

①在海口经济学院海口工匠学院的汽
车维修实验室，中德应用技术学院汽车教
研室主任王小铅（右三）正带领学生进行整
车综合故障检测。

②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书屋，职工
们在此阅读、学习。

③在海口市“工会佳缘”单身职工联谊
交友活动现场，青年职工在趣味互动和蒙
面舞会中开启寻缘之旅。

④在2024年“工会帮就业·乐业在海
口”微型招聘会家政行业专场活动现场，
求职者与家政行业招聘人员面对面沟通
交流。

⑤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导师向广大职工演示心肺复
苏的正确方式和AED设备的使用方法。

⑥在2025年迎新春“海宫仔杯”乒乓
球单打积分总决赛上，参赛选手正在激烈
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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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优化“学习分享圈” 工匠精神照亮成长之路

创建“暖心服务圈”
特色驿站打造温馨港湾

C 拓展“品质生活圈” 丰富活动提升生活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