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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佛山市禅城区产业工人文化服务

中心，宽敞明亮的阅读区、设施齐全的技能

培训室、温馨舒适的休息区映入眼帘。这

里不仅有丰富的图书资源，还定期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和技能培训课程。职工可以参

加读书会、咖啡品鉴沙龙等活动，也可以学

习新的技能知识，提升职业素养。

该中心是禅城区总工会与尼奥斯（佛

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奥

斯”）共同打造的创新服务平台，集文化体

验、技能培训、社交休闲于一体。自 2022

年成立以来，该中心以“咖啡+图书+智能

服务”为特色，累计服务超2万人次，成为

职工下班后充电放松的热门“打卡点”。

创新运营模式
实现工会、企业和职工三方共赢

禅城区产业工人文化服务中心地处

陶瓷、建材、卫浴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

区内，临近王府井紫薇港、软件产业园和

创意产业园，覆盖产业工人超1万名。

“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

化，我们希望打破传统服务中心的刻板印

象，让职工在轻松的环境中提升自我。”禅

城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选址上，

中心选择了尼奥斯咖啡图书吧，这里不仅

文化氛围浓厚，而且毗邻工业园区，提供

了咖啡、阅读等年轻人喜爱的服务，让工

人“愿意来、留得住、有收获”。

记者了解到，该中心采用“工会主导+企

业运营+职工参与”的运营模式。工会提供

政策与资金支持，尼奥斯负责场地运维与活

动策划，职工通过问卷反馈需求。这种创新

的运营模式不仅保证了中心的顺利运行，还

实现工会、企业和职工三方的共赢。

“这次合作，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会

资源的完美结合。”尼奥斯总经理刘忠勇

介绍，尼奥斯不仅免费开放500平方米的

场地供中心使用，还派驻2名员工专职运

营，并利用咖啡吧的优势为活动提供茶歇

服务。同时，定期组织举办各类职工活

动，如元宵节亲子桌游、压岁钱管理讲座、

思维导图等，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打造品牌活动
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和文化素养

3月1日下午2点，记者来到禅城区产

业工人文化服务中心，推门而入，咖啡香

扑面而来。有些职工坐在椅子上聚精会

神地看书，有些职工则在书墙下与子女席

地而坐进行亲子阅读。

“这里环境很好，每周我都会带小朋

友过来看书。”家住附近的职工梁广英告

诉记者，小孩刚上一年级，希望培养其良

好阅读习惯，“这里的书籍很丰富，还跟佛

山市图书馆系统联网，方便借书还书，平

常接小孩放学后，都习惯来这里坐坐。”

元宵节期间，梁广英带小孩参加了

“压岁钱管理，欢乐庆元宵”主题活动。“每

次微信公众号一推送活动，我都会第一时

间报名。”梁广英笑着说，每次活动都很贴

近职工需求，名额很“抢手”。

“职工读书会”和“咖啡品鉴沙龙”是

最受职工欢迎的两个活动。“职工读书会”

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都会邀请知名作家或

文化学者与职工分享读书心得和人生感

悟。“咖啡品鉴沙龙”则让职工有机会亲手

制作咖啡、品尝各种口味的咖啡饮品，并

了解咖啡的文化和历史。

除了这两个品牌活动外，中心还举办

“智能设备操作培训”“产业工人技能大

赛”“亲子读书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职

工陈荣通过参加急救培训，考取了相关证

书，做起了公益志愿者；一位物流从业者

通过“智能仓储管理培训”，也考取了证

书，现在负责公司系统调度，工资涨了

15%；还有一名职工通过中心的电商课程

开起了网店。

“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职工的技能水

平和文化素养，还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和

归属感。这种真实改变正是我们所追求

的。”尼奥斯工会主席冯新成表示，希望这

里成为工人的“第三空间”：既能通过读

书、插花、观影等活动缓解工作压力，也能

参与培训提升竞争力，“未来，我们将继续

深化服务内涵、拓展服务领域、加强合作

与交流，共同为产业工人的成长和发展贡

献力量。”

“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助企行’活

动，让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把技术传授给

企业和农户，不仅可以带动地方相关产业

发展，也能让自己的专业优势得到发挥。”3

月5日，2022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梅州市农林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以下

简称“梅州农科院”）高级农艺师刘容飞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茶叶行业是梅州市

总工会开展“劳模助企行”五大行业帮扶

其中之一，刘容飞与茶叶行业劳模工匠技

术服务队走访了80多家茶叶加工企业，帮

助企业改进茶叶加工技术与茶树修剪方

法，提高茶叶产量，为梅州培育茶叶产业

发挥了示范作用。

专业指导 40年老茶树吐新芽

当天下午，沿着四面环山的公路，记

者来到位于梅州兴宁市径南镇的广东展

露茶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茶园，一片绿

意葱葱的景象尽收眼底。刘容飞正在茶

园与广东展露茶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张新秋交流茶叶修剪技术。

2024年3月，梅州市总工会成立五大行

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通过单位工会了

解情况后，刘容飞加入茶叶行业劳模工匠

技术服务队，与相关技术骨干深入兴宁市

径南镇80多家茶叶加工企业，针对茶园管

理技术、茶叶加工技术落后等方面问题，现

场开展6场关于茶艺冲泡、茶叶加工、茶叶

审评、茶园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培训。

2024年5月初，刘容飞在蹲点调研期

间，发现张新秋正为40多年老茶树的长势

弱、产量低等问题发愁，当即深入茶园实

地查看并找出解决方案。

刘容飞率领农艺师林彩容等专业技

术人员一行3人，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因茶

农原来的茶树修剪方法不合理，导致茶树

光合作用弱、合成的有机物少，使得茶树

发的芽头细小、发芽率少，从而使茶叶产

量偏低。针对发现的问题，刘容飞建议茶

农对茶树进行一次重新修剪，剪掉病害

枝、弱小枝，让它重新长出粗壮的枝条。

但是，此建议让茶农对茶叶产量增长

产生怀疑。为了达成共识，刘容飞团队带

着修剪工具，深入3亩茶园尝试“每株茶树

留一至两支粗壮枝条”的修剪方法，让枝

条充分生长。与此同时，张新秋率领径南

镇30名茶农现场跟着刘容飞学习修剪技

术。用了3天时间，刘容飞团队完成3亩茶

园新一轮的茶叶修剪。

经过40天的跟踪观察，刘容飞团队修

剪的茶树发芽长势迅猛，该修剪技术得到

茶农的信任与支持，并在400亩茶园大力推

广。“得益于刘容飞团队的修剪技术改良，

新一轮的春茶开采产量增长50%以上。”站

在老茶树山上，张新秋深有感触地说。

专业帮扶 茶农每年增收万元

“我的茶山包括100亩40年的茶树和

400亩10多年的茶树，在没有完成修剪技

术改良前，我们‘一刀切’地修剪，使得茶

树长势非常弱，茶叶产量少，茶树长高了

也不方便采摘。”张新秋告诉记者，按新的

修剪方法完成修剪后，茶园还新增了冬

茶，这是一笔意外的收获，冬茶和秋茶加

起来茶叶产量增长了五成。

龙剑飞是兴宁市径南镇坪供村村民，自

家种着10亩茶园，在参加了刘容飞团队开展

的茶叶技术培训后说：“感谢工会开展的‘劳

模工匠助企行’活动，让我有机会学习到新的

修剪技术，每年能有1万多元的茶叶收入。”

“在为期40天的蹲点帮扶中，我跟着刘

容飞劳模学到了不少茶叶加工技术及修剪

实操技术要点。”农艺师林彩容大学毕业后便

加入梅州农科院，看到不少农户从起初对新

修剪技术的怀疑，到在自家茶园推广新修剪

技术，这种被人信任和认同的感觉，让她感受

到送技术到基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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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彭新启 通讯员叶华安

劳模茶园蹲点40天 春茶产量增长五成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李爱舒

以“咖啡+图书+智能服务”打造职工“第三空间”
佛山市禅城区产业工人文化服务中心：

■刘容飞（右二）在茶园向茶农讲解修剪技术。 全媒体记者彭新启/摄

◀职工梁广英常常带小朋

友来服务中心亲子阅读。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