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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2025年区总工会心理健康新
媒体直播课堂第2期如期开播，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张琳线上为广大职工答疑解惑。去
年以来，区总工会运用官方微信视频号开通
心理健康新媒体直播课堂，36期直播课采取

“线上授课+连线答疑”的方式为职工提供心
理健康服务，累计观众近十万人次，切实帮助
职工群众解决心理健康方面的“疑难杂症”。
　　聚焦职工多元化需求，区总工会打造

“我在你身边”工会服务品牌，推出“劳模工
匠礼遇卡”，推行“智慧工会”数智服务，定制
化服务职工20余万人次。整合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企业共享职工之家等资源，全域布局
22处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站，率先启用“工小
贝”职工子女托育中心，定期举办“嘻工有
约”职工趣味文体活动，着力构建“家门口工
会”，实现零距离服务职工。

　　新区注重构建产改工作“四梁八柱”，出
台产改五年规划、技能强区建设意见等政策
举措，并加强与人才、就业、社保等相关政策
协同联动，落实高技能人才引进培育奖补、
外来就业人员公租房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援
助等27项配套措施。
　　同时，健全“三级网络四方联动”法律服
务体系，去年共受理职工法律援助服务案件
2706件，挽回经济损失3320余万元。创建“模
拟法庭”调解平台，开展中小微企业劳动关
系托管服务改革，实现劳动争议由“事后处
置”向“事前预防”转变，经验做法获得全国
总工会肯定。
　　下一步，新区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当先
锋、闯新路，切实把产改工作成效转化为服
务职工群众、助力企业创新、推动新区发展
的生动实践。

新区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抓手，努力锻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让产业工人有为有位
　　□本报记者 谭宁　本报通讯员 殷世山 耿娜

　　前不久，西海岸新区首届消防工程查验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区30家建
设、施工、监理企业的150余人参加竞赛，选手们沉着冷静、认真作答、规范操
作，展现了新区建设工程消防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
　　近年来，新区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战略优势和产业优势，以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为抓手，努力锻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新区产改经验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工作会议上作典型交流，为县（市、区）唯一。

　　去年12月25日，中德生态园、红石崖街
道“融合聚力 共筑未来”园街区域化党建联
建共建活动举办，现场为青岛华大智造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园街党建共享阵地进行
授牌，发布了16处园街“红色资源”地图和4
个联建共建项目，进一步促进了党员教育资
源互联互通，为党组织间的联合活动提供了
更加便捷、高效的支撑。
　　近年来，新区发挥党建工作跨行业、跨地
域引领作用，组建“芯屏”、船舶海工等9个重点
产业链党委，推动成员单位组织共建、党员共
管、资源共享。同时在联东U谷等9个产业园区
同步设立“红帆支部”和联合工会，2024年新发
展产业工人党员532名、占比提升至53.8%。

　　同时，新区还打造了杨家山里红色教育
基地、“连钢创新团队”展馆等30处特色教育
阵地，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399个，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等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劳
模工匠茶话会、青岛工匠日等全民性楷模文
化传播活动，推动“三个精神”薪火相传。
　　“不负使命，向新而行。”在刚刚结束的
第二届“瑯琊工匠”颁奖典礼上，“人民工匠”
许振超为新区“瑯琊工匠”送上寄语，激励工
匠们坚守初心，勇于创新创造。近年来，新区
广泛宣传“人民工匠”许振超等先进模范，以

“核武老人”魏世杰为原型，创编大型情景党
课《英雄无名》，努力营造学榜样、建新功的
浓厚氛围。

　　去年12月26日至27日，新区船舶海工产
业电工职业技能竞赛成功举行，来自新区船
舶海工企业的200余名电工人才积极报名，
最终选拔出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
逐，来自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的李
长波、王志起和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的王伟获得一等奖。
　　近年来，新区积极搭建创新竞赛平台，
聚焦“5+5+7”重点产业，每年组织开展劳动
和技能竞赛超过百场次，先后承办人工智
能、网络安全等全国性职业技能大赛，12名
一线技术工人荣获国家级奖项。着力构建

“一匠五创”全员创新体系，设立1200万元引
导资金，鼓励高技能人才在关键技术攻关、
重大工艺革新等方面奋发作为，青岛中加特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参与完成的项
目获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此外，新区还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全面
整合驻区高校院所资源，组建“琅琊荟”产学
研合作联盟，推动校企共建集成电路卓越工
匠学院等24处人才联合培养基地，推行“工
学一体”“双元三地”等融合培养模式，培养
输送产业急需技能人才超万人。探索建立政
校企联合聘用人才、人才跨岗位开展合作的

“双聘双跨”人才共享机制，首批推动6所高
校与重点企业共享共用高层次人才23名。
　　在搭建技能培育平台方面，新区积极
扶持企业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
作室等215个职工赋能平台，累计发放技能
培训补贴4900万元。支持158家企业开展技
能人才自主评价，先后评价1.4万人次。实施
工匠人才队伍倍增行动，每年培育选树百
名“瑯琊工匠”，全区技能人才总量达27.7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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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祁璟

　　“羊汤、羊汤，美味的羊汤。”
　　“凌晨现捕的鱼，绝对新
鲜！”
　　“正宗的红薯粉条，要不要
来两斤？”
　　一进“腊月门”，灵山卫大集
的年味逐渐浓了起来，比平日更
加热闹。大集上，500多个摊位有
序排开，各类年货一应俱全，商
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前来赶
集的群众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在
水果摊前精心挑选果品，有的在
海鲜摊前与摊主讨价还价，还有
的在小吃摊前大快朵颐……在
百年大集上寻年味、买好物、赏民
俗，已然成为群众感受浓浓烟火
气、体会暖暖乡土情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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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乘坐西海岸快
线至学院路站，A1、A2口
出站后，沿白石山路北行
100米即可到达
　　公交：乘坐4路、37路、
78路、806路等线路前往

出行指南>>

　　灵山卫大集是青岛市最古老的农
村大集之一，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可
追溯到明代，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卫城人
的乡愁记忆。2024年1月，灵山卫大集乔
迁至位于文瑞路南侧、白石山路东侧、
龙湖紫宸小区西侧的新址，占地面积约
3万平方米。如今，大集已成为既有新区
特色，又有“卫城味道”的智慧大集、好
品大集、文化大集。
　　“我就住在附近，抬腿就过来了，从
小就爱赶集，虽然现在城市建设加快，
但赶集这一传统习俗一直没变。”60多
岁的张素娥边说边向记者展示刚买的
新鲜蔬果，“大集上的瓜果蔬菜新鲜实
惠，很多面点也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到了中午还可以在大集上吃饭，每次来
赶集都感觉像过节一样。”集市是烟火
气最旺盛的地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也承载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对老一辈来说，赶一场大集，便唤起了
那份独有的乡愁与童年记忆。
　　“我在灵山卫大集卖水果21年了，
这些年，不光大集变化大，我们这些摊
主的收入也在一年年增加。大集客流量
大，尤其进了腊月，根本忙不过来。”今
年43岁的商贩李进福一边忙着招呼顾
客，一边对记者说道。随着时代进步与
发展，灵山卫大集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品质与规模的双重提升，不仅变得更有
看头、有玩头，也让群众的生活变得更
有赚头、有奔头。

　　“我经常在抖音上发赶大集的视
频，播放量不少，点赞的也多，还有很多
顾客是看了我的视频，专程来找我买东
西的。”卖了18年烧肉的摊主周升来对
记者说：“到了腊月，全国各地的博主经
常来大集直播，咱灵山卫大集可谓声名
鹊起。”赶一场“海洋大集”，不仅仅是换
个地方“买买买”，而是走进物阜民丰的
鲜活场景，感受扑面而来的乡土风情，
看一份热闹、品一味乡愁。随着自媒体
时代的到来，灵山卫大集在新媒体传播
的助力下，已从单纯的销售场所变身网
红打卡地和旅游目的地，成为游客体验
当地文化的重要场所。

　　过去，说起大集，那是中老年人经
常光顾的场所，如今，大集上却有不少
年轻人涌入，逛大集已然成为一种新潮
流。因为年轻人的到来，大集上的商品
也越来越多元化，种类更加齐全，特别
是风味小吃摊位前，有时甚至排起了长
队。崔玥是黄海学院的学生，如果开集
的日子恰逢周末，那灵山卫大集是她和
同学们必去的打卡地之一。“大集上的
商品齐全、物美价廉，零食小吃也不少。
我家是外地的，来大集上感受一下不一
样的风土人情也非常有趣，很多同学都
喜欢来这里玩。”正吃着滕州菜煎饼的
崔玥开心地对记者说。

　　进入腊月，卖对联、福字、红灯笼等
春节饰品的摊位越来越多，为解决摊位
紧张问题，灵山卫大集为他们划出一片
特定区域。“划出这片区域后，不仅方便
顾客挑选商品，而且看起来井然有序。
一进腊月，来大集上采购年货的顾客就
多了，特别是腊月十五以后，货卖得特
别好。”摊主孙小爱说。
　　2024年，灵山卫街道对灵山卫大集
提档升级，打造集“红色大集”“数字大
集“亲民大集”“文明大集”四大亮点于
一体的新大集。街道成立大集党支部，
设置“卫民哨”，以党建引领高效治理、
市集繁荣，打造“红色大集”；以数字化
手段，打造智慧监管、线上线下融合经
营的“数字大集”，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以人性化的设施、多彩的便民惠民活
动，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
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亲民大集”；新
大集，树新风，“文明大集”以整洁的卫
生环境、有序的市集秩序推动大集“展
新颜”。
　　“随着大集规模不断壮大，为保障
大集实现管理规范、有序运行，街道协
调多部门分工协作，从根本上杜绝交通
拥堵、占道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
消防安全等问题。”灵山卫街道人大工
作委员会主任张刚说。
　　如今，灵山卫大集不仅是一个商
品交易的场所，更是一个集文化传承、
休闲娱乐、绿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
服务平台，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市
集的新风貌、新活力，更承载着人们的
乡愁记忆，满载着人们对未来生活
的美好期许。

　▲灵山卫大集上各类年货一应俱全，吸引市民前来采购。

　▲赶大集一定不能错过新鲜肥美的海产品。　▲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撩动味蕾。

一站式购齐年货
大集人气旺起来

变身网红打卡地
赶集成了新潮流

打造“四大亮点”
提档升级展新颜

　　各类鲜花争奇斗艳，吸引市民驻足选购。 　　红彤彤的福字增添浓浓的年味。 　　市民在摊主的指导下体验吹糖人。

　▲大虾个头大味道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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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旗帜 强信念 加强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

搭平台 筑赛道 支持产业工人建功立业

抓维权 优关爱 保障产业工人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