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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初，龙华区总工会动员全

区工会干部开展“百人进千企”行动，尝

试索解“工会干部在高质量发展中应该

怎样作为”这一命题，形成了龙华工会

“十项行动”任务书，即以社会化工会工

作者为主，组成业务网格组，认领任务，

让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在难事上练出真本

事、彰显真本色。

2024 年 10 月的一个下午，“走 6 个暖

蜂驿站，推进智能化升级”，聊天群里满

满当当的行程安排，是龙华区总工会关

爱组干部秦碧珍日常工作的剪影。当

天，她到各个暖蜂驿站检查建设情况，列

出每个驿站需要智能化改进的要点，小

到公告栏的增加、Wi-Fi 的联通，大到实

现监控门禁及内部设备的系统化管理、

对阵地 24 小时开放整体管理风险的控

制，“每一项都要考虑得当”。

到达最后一个地点——龙华街道壹

方天地暖蜂驿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秦

碧珍还是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改进的流

程，并和社区的干部、驿站的负责人员开

展了深入的会谈。

“升级，我们很欢迎，但是也要考虑

到 24 小时开放后，我们原有的党建图书

如何管理的问题啊！”刚坐下，驿站的工

作人员提出了难处。

原来，以前发生过因图书管理不当导

致阵地形象受损的情况。对此，她提出

了设置图书柜挡板等建议，并和社区干

部讨论智能化后阵地管理制度完善及人

员安排等问题，消除了驿站工作人员的

大部分疑惑。

“在感知冷暖的基础上数字化、智慧

化，让工会线上线下服务一样温暖人

心”，在数智化浪潮下，龙华区总工会提

出了“智慧赋能”行动，也对进一步增强

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群众性做出了新

要求。对此，秦碧珍结合走基层的丰富

经验，在年终述职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当职工的娘家人，必然要当知心人，要

充分利用数字化这一工具，紧紧围绕需

求和实际去开展职工服务、加大宣传力

度，让更多职工‘近悦远来’。”

“不往基层跑，就走不进职工群众的

心里。”这是秦碧珍和龙华区其他 120 多

名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的共识。在“百人

进千企”行动下，全区 300 多名工会干部

每季度集中走进百人以上企业“望闻问

切”“纾困解难”，走访 2800 多次，收集并

跟进、解决企业重点诉求300多条。

让更多职工“近悦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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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先强人，打造职工身边的“第一”尖兵

“改革就是要解决问题，一群人带动

更多人，让最广大群众受惠”。龙华区群

团工作部（区总工会）工会工作科科长、四

级调研员丁心尊介绍，2024年龙华区总工

会以工会联合会改革为轴心推出“社区加

强年”行动和“精英锻造”行动，既“蹲苗”

更“墩苗”，边培养边实战，选尖培优、精心

墩苗，提高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在基层为职

工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本领。

据了解，龙华区总工会特地在组织建

设组安排了“一委员一代表”，选拔各业务

的骨干组成工会工作先锋队，“强组织”和

“强队伍”两手抓、同时抓，激活工会改革的

“一池春水”。

2024年4月，龙华区总工会组织建设

组干部郑福东收到了13个工会联合会的

改革意向。“深圳北站这边数字产业、数字

经济发达，我们计划朝着‘数智工会’方向

改革”“深圳市深德技工学校就在新澜辖

区，我们将发挥校内4个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示范引领作用，聚焦产改，为

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能人才”……由驻

点社区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在改革试点

“扛大旗”，13份改革方案因地制宜、各有

特点。

郑福东是龙华区政协委员。收到社区

工会联合会的改革意向，郑福东马上和组

内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一起，到基层与社

区工会干部逐个逐项地讨论、纠错、完善，

开展面对面指导、点对点联络，解决社区工

会联合会改革总是“不得法”和“难持续”

的问题。

组里的另一位同事卢创坤是深圳市

人大代表。2024 年他来到组织建设组开

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改革工作，当前

他要解决的新就业形态工会工作改革问

题是“如何把没有组织起来的组织起来、

把组织起来的稳固下来”。

集中发展货拉拉司机加入工会的那

段时间里，他发挥人大代表走入群众、联

系群众的“特长”，和社区的工会干部化身

“路边小分队”去“扫街”，到货拉拉司机停

靠休息的地方动员入会，收集司机的困难

和诉求，为他们送上一瓶水、一个清凉礼

包，和他们谈谈心、谈谈家长里短。

“大家都很积极、夜以继日地干，也

收获了司机满满的认可，我们半个月的

时间就发展了 1700 多名货拉拉司机成

为工会会员！”谈及困难，卢创坤表示，

“工会干部要做些事不容易，但是工会干

部需要做些不容易的事。”他们提倡的

“骑手友好”行动在龙华如火如荼地建设

中，“骑手友好生态城区”建设为骑手提

供了更友好、更温暖的工作生活环境，而

致力于服务凝聚新兴领域更多群众的

“三联一建”安全服务工作机制已正式实

行、有序铺开。

截至目前，龙华区总工会“十项行动”已

经凝聚了3000多家企业工会，近万名工会干

部和职工参与其中，工会改革百花齐放。

选苗与墩苗 激活工会改革“一池春水”

■全媒体记者马大为 通讯员雷韵茜

■卢创坤（右）走进货拉拉司机群体中发

展工会会员。 单位供图

新年伊始，坐标深圳市

龙华区。在壹方天地暖蜂驿

站，秦碧珍一丝不苟地记录

着工作改进建议；在货拉拉

司机聚集点，卢创坤攥着入

会手册走近司机，收集他们

的困难和诉求并耐心答疑；

在医院病房里，蒋丽媛忍着

腰痛为工伤工友讲解维权法

律法规……这群奔走于城市

角落的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已渐渐成为基层工会工作的

领军者和担纲者，成为深圳

市龙华区工会干部队伍中的

“专精特”尖兵。

“发展”先“强基”，“强基”

先“强人”。2024年以来，深

圳市龙华区总工会以工会干

部队伍综合性建设为切口，

聚焦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

建设，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的

标准，倾斜资源、突出优势，

将他们培育成扎根基层的实

干家、攻坚克难的先锋队与

时时挂念职工的贴心人。今

年，龙华区总工会将推动69

个社区工会联合会的主席、

专干、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组

成“三人小组”，发展工会工

作“大兵团”作战模式，同时

聚焦畅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的职业发展渠道，进一步焕

发队伍活力，不断为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事事体现工会工作专业性

2024年8月，龙华区总工会权益组干

部蒋丽媛因腰椎问题住院。一天，她发现

邻床的小伙子手部有残疾，“但还挺乐观

的”。闲谈中，她了解到小伙子叫涛哥，工

作中受了严重的伤，这几天在做康复治

疗。作为家中的顶梁柱，涛哥不免担心，

“残疾了，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下去？”

听着涛哥诉说的无奈和心酸，蒋丽媛

感同身受。在住院的一周时间里，她把医

院的床铺当办公桌，向这位“特别的邻居”

介绍“五级工会调解”政策，引导他申请工

会工伤探视慰问，尽可能地为涛哥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使他从“维权护航”行动中

受惠获益。

没多久，涛哥申请到了500元工会工

伤探视慰问金，还获得了工会公益的专业

法律服务。“本来还在着急，没想到‘病友’

为我解了燃眉之急。”

工会的关怀，对涛哥来说是偶然，而

对蒋丽媛来说，却是必然。

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之一是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而维权工作“缺人”的现象在

基层普遍存在。龙华区总工会提出“菁英

梯次培养”模式，开展分层分级分类的各

级工会干部培训和初任主席培训、工会干

部学习小组领学促学、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业务季度考核，年度轮训干部约6300人，

推动“社会化全体专业化”，使每一个社会

化工会工作者都懂维权、敢维权、善维权，

结合“维权护航”行动，发挥工会组织在护

航辖区高水平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要放

心地把更多要事交给有情怀、有水平、有

责任心的干部，支持他们深耕工会事业，

闯出一片天地。”丁心尊表示。

以构建“企业—园区—社区—街道—

区”五级工会调解架构为核心，龙华区总工会

将工会维护职能“挺在前”，组建了千人维权

队伍，推出法律咨询、工会法援、集体协商指

导、法律顾问、心理服务等“一篮子”维权服

务，健全“工会+人资”“工会+法院”调解机

制，调解案件超1000宗，涉及金额约1亿元，

全方位“守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守住劳动

者幸福的关键，为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贡献工会力量。

自“维权护航”行动开始后，蒋丽媛等

工会干部更坚定了当好“职工权益护航

人”的决心。“时时、处处、事事都要体现工

会干部的专业性。”蒋丽媛说。

近期，蒋丽媛陆续收到涛哥分享的孩

子出生和工伤赔付转款的好消息，她很感

慨，更觉得工会维权工作十分有意义，“只

有当好‘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协

调人、第一帮扶人’的角色，我们才能帮助

更多职工家庭守住稳稳的幸福。”

移栽与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