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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引领向未来 匠心筑梦耀南粤
——广东工会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工作纪实

如果说“劳模工匠助企行”是“接地气”

的服务实践，那么创新联盟则是“高大上”

的技术攻坚平台。

“5G 技术联盟成立 4 年来，开展技术

课题攻关72项，创效21亿元，开展学习培

训活动受益1.28万余人次，荣获集体荣誉

188项、个人荣誉328项。”近日，粤港澳大

湾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5G

技术联盟领衔人邓艳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始于 2014

年，现有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1.5万家，居

全国首位。2021年，为进一步发挥劳模工

匠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产改”，省总工会成

立粤港澳大湾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联盟，并设有教育医疗、制造业、海事、港

口、5G技术等12个分联盟，吸纳110个创

新工作室加入，促进成员间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推动技能人才形成集聚效应，为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作为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的技术专

家，邓艳梅带领团队攻克了多个5G应用难

题。她说，联盟打破了企业壁垒，让创新要

素充分流动。每月一次的“隔空对话”已成

为解决技术瓶颈的重要平台。

在佛山，酒瓷文化创新联盟上演着“跨

界创新”的好戏。九江酒厂的酿酒大师崔

汉彬和刘新益、蒙娜丽莎的陶瓷专家刘一

军、特地陶瓷的设计师唐奇联手打造从酒

品到酒具的全产业链创新。这种“酒借瓷

韵、瓷衬酒香”的融合创新，正是广东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

建筑行业创新工作室联盟也在不断

创造奇迹。在深圳新地标腾讯滨海大厦

建设中，面对总重 7500 吨、最高高度 161

米、最大跨度 50 米的三道钢结构连廊由

上到下均一次提升到位的世界级难题，朱

早孙创新工作室与刘昌森创新工作室联

合攻坚，最终一举创下当时单体房建提升

钢结构连廊重量的全国之最。这种强强

联合的协同创新模式，已成为广东建造的

“秘密武器”。

联盟的创新成效令人振奋：累计联合

攻关突破53项“卡脖子”技术，获409项国

家专利，培养高技能人才 1672 人，创造经

济效益49.6亿元。

展望未来，征程漫漫。广东工会将继

续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汇聚磅礴

力量，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续写

广东走在前列的“粤工”新篇章！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

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

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长期

以来，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在促进事业发展、

推动时代进步中发挥了示范

引领作用。要进一步讲好他

们的故事，引导全社会学习他

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精神。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近

年来，广东省总工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聚焦省委“1310”具

体部署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大

会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充分发

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广大职工为广东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广东现有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1115名、省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6587名，全

国和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5611名，大国工匠3名、南粤

工匠 110 名、市级工匠 7664

名。这个不断壮大的先进群

体，正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劳动模范是劳动者的榜样，也是社会

和时代不可缺少的精神标杆。一直以来，

广东工会持续深入开展“中国梦·劳动美”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每年组织劳模工匠宣

讲团进企业、进校园、进云端活动超万场，

让劳模精神成为引领职工成长的精神灯

塔，凝聚起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精神主力军

姿态建功主战场的奋进力量。

今年，省总工会更是聚力打造“广东工

人大思政课”工作品牌，发挥劳模工匠示范

引领作用，进一步丰富壮大师资库、推动思

政工作提质扩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团结引领职工，唱响“劳动创造幸福 奋斗

铸就伟业”的时代主旋律。

全国劳动模范、南粤工匠、中山市盈科

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冰以“科技

强国”为己任，在一次又一次的宣讲中，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职工：“无论何

时何处，个人的成就和梦想都必须和国家

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党同心、跟党奋进，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

运，我们才可以乘着祖国腾飞的翅膀登上

人生的巅峰。”

广东省劳动模范、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微电子学域主任须江专注于高端芯片

研究，带领团队不断攻克“卡脖子”难题，并

经常到大学和中学宣讲劳模精神，弘扬正

能量，为国家种下人才的“种子”。

全国先进工作者、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学校副校长赖宣治用一根跳绳探索出一条

乡村素质教育的创新之路，并通过造血式

帮扶粤东西北等薄弱学校，达成“一枝独

秀”到“满园春色”的辐射效应。“希望体育

的拼搏精神，能够传递到每一个学子，让他

们眺望世界，做自己的冠军。”赖宣治在宣

讲说。

“工于心一丝不苟，匠于行精雕细琢。

我以后也要践行这句箴言。”广州大学学生

江泽铖聆听劳模工匠的宣讲后，表示受益

匪浅，希望毕业后也能像劳模工匠一样，在

行业里闪闪发光。

为全景式地呈现广东工匠精神，省总

工会还积极创新形式手段，通过拍摄全国

首部工匠技能人才纪录片《南粤工匠》，让

广大职工感受到劳模工匠榜样就在身边。

2024年年初，在广东省推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省总

工会发布了《广东“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

行动试点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

示范引领作用，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提

升职工技能水平。

省总工会通过组织劳模工匠建立“省—

市—县—基层”四级技术服务队，在企业和

企业之间，架设起“技术会诊”的桥梁和“联

合攻关”的平台，让技术供给与企业需求实

现“一键对接”。

“我们都是来自研发一线的劳模工匠，

去年在省、市工会的指导下，我们与不同企

业结对，帮助企业提升工艺、改进生产，有

效解决了机床刀具磨损率高、精密部件检

测难、镜头组装稳定性差等技术堵点，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精密制造劳模工匠服

务队队长李政说。

在粤北山区，一场关于木材加工的技

术交流正在上演。“在木材加工行业，每家

企业都有各自拿得出手的技术，只有通过

‘走出去’再‘拿进来’，在工艺技术上互帮

互助，才能实现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专项行动启动后，韶关市总工会

第一时间组建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深耕

木材加工行业的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林卫东和韶关工匠向建平，在一来一往中

解决了各自的生产难题，共把竹片变“钢

板”。

在“百千万工程”赛道，劳模工匠们更

是躬身山间地头，蹲点授技，打造“致富

果”。在河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

春源率领技术业务骨干，与果农面对面传

授猕猴桃种植管理、施肥技术、修剪技术、

病虫害防治方法，为近百名果农改良种植

技术，使得果农的猕猴桃商品果率达九成

以上；在梅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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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茂名，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

人王广宁走访黄瓜、香蕉、化橘红等多家土

特产企业，形成11份调研报告，助力农业

高质量发展。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累计组织劳

模工匠9885人次，开展服务6176次，解决

技术问题12209个，培训职工12.9万人次，

创造经济效益超10亿元。

助企行动 架设起“技术会诊”的桥梁和“联合攻关”的平台

创新联盟 突破53项“卡脖子”技术 创造经济效益49.6亿元

▼5G技术创新工作室联盟成员

间一起沟通交流。 资料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