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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建职工书屋1.5万余家

■制冷与空调赛项比赛现场。 程景伟/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

讯员粤仁宣）近日，广东省第四届职业

技能大赛在6个地市16个分赛点火热

开赛，1391名“能工巧匠”角逐101个赛

项，参赛人数和赛项数均创新高。

赛场上，光纤熔接机低鸣轻震、机

械臂行云流水……赛项对标世赛、国

赛标准，聚焦技能前沿与民生服务领

域，覆盖了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等当下

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领域，增设了康

养托育服务类和乡村振兴技艺类特色

赛项，形成“高端引领+基础支撑+特色

赋能”的竞赛体系。其中，世赛选拔项

目61个，国赛精选项目40个。

赛场外，技能“朋友圈”不断扩

大。本次大赛参赛选手年龄最大的57

岁，最小的仅16岁，既有扎根行业数十

年的“老师傅”，也有来自技工院校的

“技能新星”。大赛还邀请了11个兄弟

省市及港澳地区的专家、选手来粤观

摩参赛、切磋技艺。

以赛促培，广东每年举办超百项

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为技能人才成长

成才搭建舞台；以技为媒，为广大青年

打开就业新天地，推动就业质量与经

济发展“同频共振”，一支总量达2019

万的“技能粤军”，正在为现代化产业

建设不断注入动能。

广东千余名能工巧匠角逐省赛101个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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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启动
“三支一扶”计划招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4月24日，

广东省“三支一扶”协调管理办公室发布《广

东省202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

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今年全省计划招募

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到我省基层一线从事

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

务，服务期为2年。

《公告》指出，此次招募对象包括普通高

校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非广东省常住户

口（生源）报名者限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本

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员。我

省技工院校、职业学校全日制毕业生取得高

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的，可以分别按照全日制大专、本科毕业

生报名符合条件的岗位。此外，已参加过“三

支一扶”的高校毕业生不再列入招募范围。

报名人员可于2025年4月27日9:00-4月

30 日 17:00 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

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报名。报名人员

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报名，报名提交后将不能

修改个人信息。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应于5

月8日9:00-5月9日17:00内，登录报名系统

确认是否参加笔试，确认后方为报名成功；未

按规定时间进行确认的人员报名不成功。已

完成个人报名确认的人员请于5月19日9:00

后在报名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公告》明确，笔试时间为5月24日上午

9:30-11:30，具体地点详见准考证。笔试科目

为《基本能力测验》。成绩在笔试结束后10个

工作日内公布。

省总推出庆祝全总
成立100周年主题专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兰兵 通讯员李泽

盛）为献礼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近

日，由广东省总工会策划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广东——广东省总工会“庆祝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专刊》（以下简称“专

刊”）正式推出。专刊荟集省内外党史、工运

史专家学者和广大工会工作者的专题研究成

果30篇，共计25万余字，系统溯源中华全国

总工会成立之初在南粤大地组织动员广大工

人阶级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壮阔历

史，深度挖掘整理广东红色工运历史资源。

专刊分四大章节：第一章“百年风华·工心

向党”，溯源百年前，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

总工会在广东成立并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重

大实践；第二章“波澜壮阔·工运粤章”，定位南

粤大地，深度挖掘广东各地工人运动的厚重历

史和生动实践；第三章“群英璀璨·先驱事迹”，

聚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工人运动先驱事迹，

围绕他们的工运思想、工运实践及历史意义展

开述论；第四章“历史记忆·旧址新颜”，立足中

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等全省红色工运历史场馆，

系统研究场馆的建设和展陈思路，充分发挥广

东红色工运历史资源教育引导作用。

据悉，为系统梳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

东的奋斗历程、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广东省

总工会部署实施“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红

色工运历史资源挖掘整理专项工作，开展“中

华全国总工会在广东”工运历史重点课题研

究，面向全国开展“百年工运·粤工辉煌”主题

征文活动，组织编撰了《广东工运通史》等一

批工运史研究成果，制作推出《珠水洪涛》《南

粤工匠》等专题纪录片，建立起全面翔实的广

东工运史料数据库，充分发挥存史育人、建言

资政作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通讯

员卢志芬）4 月 25 日，“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全国工会职工书屋主题

阅读活动广东（中山）专场暨“科技筑

梦 阅见未来”广东省职工主题阅读交

流活动在位于中山市的完美华南基地

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探索“以

展为书”的理念，聚焦科技创新主题，通

过“成果展示+沉浸体验+文化传承”三

大维度，打造一场致敬劳动者的盛会，

搭建了一个全省职工阅读经验交流、资

源共享以及成果辐射的平台。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许平坚等出席活

动。

活动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以职

工阅读文化为主线，探索“以展为书”的

设计理念，策划“封面、序言、目录、扉页、

正文”五大主题篇章，联动广东省各地市

工会，通过“展、读、享、创”四大维度，立

体呈现全省各地市职工阅读品牌及中山

市科技文化融合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激发广大职工创新创造热情。

当晚 7 点半，本次阅读交流活动中

的“重头戏”——创新运用全息投影、激

光技术打造的职工主题阅读分享展演唯

美开启，为在场观众呈现了一个时空穿

越的全新体验场景。来自各行各业的职

工围绕“舞台剧+情景朗诵+剧本朗读”

多维度叙事体系，以“觉醒”“奋进”“创

新”等主题，分五个篇章带大家沉浸式阅

读百年工运史，弘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品

格，充分展现新时代职工风采。

广东省职工主题阅读交流活动举办

以展为书 沉浸式阅读百年工运史

4月26日上午，广东省总工会以及

全省各地市工会负责人围绕如何以阅读

文化阵地建设赋能职工成长展开交流。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职工书屋：匠心

伴书香

交流活动的首站来到全国工会职

工书屋示范点——深中通道管理中心

职工书屋，这里占地 550 平方米，藏书

5000 余册，涵盖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

多元领域。该职工书屋通过“阅读+休

憩+交流”的复合空间设计，配备数字化

终端和行业标准查询系统，目前已成为

职工提升技能、放松身心的文化阵地。

随后，交流团实地参观了深中通道

西人工岛，深入了解深中通道从规划到

建设再到通车的全过程，以及该项目在

技术创新、绿色环保、智能管理等方面

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深刻感悟工匠精神

在这一国家重大工程中的生动实践。

“这次阅读主题交流活动让我受益

匪浅！”云浮市总工会组织宣教和网络

工作部赵鑫铭表示：“通过参观深中通

道，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工人的力量，并

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

’这句话的深远含义！让我更加地坚

定，作为一名工会干部要始终践行职工

‘娘家人’的工作理念。”

金钟湖公园职工书屋：山水润书韵

在中山市金钟湖公园职工书屋，嘉

宾们被这座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网红打

卡点”深深吸引。该书屋共约1100平方

米，藏书约2.3万册。2023年9月开放至

今已接待22万人次，外借图书约2万册

次，为市民提供自助借阅、科普教育、微

型沙龙、展览展示等服务，是一个新型、

共享、开放、互动、智能的综合文化空

间。

该书屋采用“职工书屋+香山书房”

共建模式，是展示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实

践范例，通过探索打造主题化、智能化、

共享型的精品阅读空间，使职工群众享

受到更多元、更便捷、更丰富的阅读体

验。

“现在各地基层工会广泛开展职工

书屋建设和阅读活动。这次活动不仅

促进各地市间的工作交流、文化互融，

也为工作方式打开了思路。我会把这

些好的经验带回去，让我们的职工能充

分利用业余时间，多样化拓宽阅读视

野。”潮州市总工会组宣部卢秀樱表示，

阅读除了用眼睛看，还能通过听书、走

进大自然等方式开展。“在自然环境优

美的地方阅读，有益于构建职工良好身

心状态。”

2008年起，省总工会积极响应全国

总工会关于建设职工书屋的号召，在职

工较为集中的基层企事业单位、城市社

区、工业园区、乡（镇）村和重点建设项目

工地大力推动建设职工书屋。目前全省

累计已建成全国工会职工书屋1043家，

推选“书香企业”及提名单位 220 家，带

动全省各级工会建设职工书屋1.5万余

家，覆盖服务职工900多万人。

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不断强化保

障，确保配书赠书质量，加大资金投入，

充实职工书屋的藏书数量，提升藏书质

量；创新共建，打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动各级工会职工书屋与当地公共图书

馆合作共建图书分馆和流动图书站；健

全制度，规范职工书屋运营管理，持续关

注职工书屋的使用管理、经费保障、职工

群众参与等情况，不断增强工会文化阵

地服务职工实效；丰富活动，叫响职工阅

读活动品牌，开展“粤读点亮人生”“粤读

赋能 筑梦匠心”全省职工主题阅读交流

活动，广东省“十大书香企业”评选项目

被评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品牌示范项

目，职工在书屋“充电”增值、技能切磋、

进行劳模工匠传道授业，成为思想引领、

文化交流、知识汇聚、资源共享的平台。

现场 职工书屋成为网红打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