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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矫超 李剑波

农民工找到“组织”

“以前，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总感觉
自己是外地人，没有组织、没有依靠；现在，
我们两口子都是工会会员了，终于有了自己的
组织！”10月28日，在城阳区夏庄街道曹村合
作社，来自河南的32岁农民工吴海斌告诉记
者。

吴海斌所说的这个组织，便是城阳区夏庄
街道果蔬行业工会联合会。10月中旬，这个青
岛首家果蔬行业工会组织正式挂牌成立。

今年以来，为推动果蔬行业内部加强协
作、维护行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城阳区总工
会在果蔬产业集中的夏庄街道先后进行了多次
调研。10月16日，夏庄街道果蔬行业工会联合
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果蔬行业工会联
合会正式成立。此后，工会严格按照组织程
序，先后吸引2026名果蔬行业农民工加入，吴
海斌便是中之一。

吴海斌坦言，加入果蔬行业工会，是自己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工作稳定了，收入提高
了，最关键的是：跟着工会学到了很多技
能！”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他和妻子在
曹村社区打零工，妻子每天能赚100来块钱，
他每天能赚130块钱左右，但是经常找不到活
儿，有时一个月下来俩人赚不到5000元；加入
工会后，他和妻子一起被引进了曹村草莓合作
社，他一个月工资4000元，妻子一个月3000
元，工作比以前稳定，收入也提高了40%；此
外，他们还经常参加工会组织的技能培训，这
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干我们这一行的，手
艺就是吃饭的本钱！”

“以前从没接触过工会，也不知道工会是
干啥的。”吴海斌说，现在他不仅参加工会组
织的运动会、技能培训，还通过工会参加了职
工医疗互助保险，工会的法律顾问团还经常送
来免费的法律讲座，“有位生活困难的老乡，
女儿今年考上了大学，工会还给了3000元的助
学金呢！”

“帮助会员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只
是工会的工作内容之一。”城阳区总工会组织
部部长李剑波表示，果蔬行业工会成立后，将
重点开展会员技能提升工程，积极协调劳动关

系，同时组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互助
保险，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等工作，使广大会员
得到更多的实惠和帮助。

果农寻求“抱团发展”

不少果农听说果蔬行业工会成立后，也主
动申请加入。

夏庄街道工会专职主席李政伟介绍说，夏
庄素有“蔬果之乡”的美誉，（山色）峪樱
桃、少山红杏、沙沟葡萄、寒露蜜桃、杠六九
西红柿、曹村草莓等新鲜果蔬名声在外。但
是，这些果蔬多是散户种植，技术瓶颈难以克
服，土壤改进、品质提升、销售渠道等都是难
题。加入果蔬行业工会，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
些问题，“例如，工会会邀请种植专家进行技
能培训，传授种植技巧，土壤改进等知识，甚
至到田间地头为他们实地解决技术难题；还会
按照市场标准，将当地水果蔬菜打包销售，让

种植户不再担心卖不出去。”
“以前，我们合作社之间都处于无序竞争

状态，信息比较闭塞，基本都是自己忙自己
的，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青岛菜盛源蔬菜
种植基地经理郝建鹏表示，“我们也希望能有
这么一个组织，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实现由
信息闭塞向信息共享、由无序竞争向有序竞
争、由分散经营向集聚经营发展。”

果蔬行业工会主席王龙表示，工会下一步
将跟踪国内果蔬产业市场动态，构建果蔬产业
信息网络平台，同时引进果蔬类新技术和新品
种，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力度，在保持
无公害品牌的基础上提高果蔬产量。此外，还
将加强与农业企业、加工企业的合作，搞好产
需对接，提高果蔬交易量，增加农户收入。

12万农民工加入工会

夏庄街道果蔬行业工会，并不是城阳区唯

一的行业工会。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推进和做
好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工作，城阳区总工会探讨
在各类经济组织中建立工会组织。

除了果蔬行业工会以外，城阳区还根据当
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在物流、快递、建筑等农
民工较多的单位和行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吸引
了大批农民工成为会员。

“目前看来，这些工会组织的建立，确实
为农民工解决了不少生活和工作上的实际难
题，受到了农民工兄弟的欢迎。”李剑波表
示。

例如，国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农民工小
孙，通过单位工会组织参加了职工医疗保险。
不久前，他因病住院，花费了8600元，其中职
工医疗保险为其报销了4600元，自己只需要负
担剩下不到一半的费用。“多亏了工会，否则
花这么多钱，我两个月又白干了。”小孙说。

目前，城阳区已有12余万农民工成为工会
会员。

城阳12万农民工加入工会
工作稳定了，收入提高了，还学到了很多技能

□ 杨辉敏

适应“新常态”变化，青岛港集团在企业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注重以思想文化建设凝聚
发展活力和合力，作为“内强思想，外树形
象，巩固主业，升华管理”的重要战略落地，
引导和激励全体职工与企业同命运、共奋进，
激发出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凝聚合力兴港强港

青岛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从国
有企业到上市公司，从码头运营商到全程物流
提供商，上市后的青岛港从经营模式到发展方
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革。

在企业成功改制上市后，青岛港进一步强
化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文化建设的职能与党
建、人力资源管理紧密结合，不断加强企业形
势任务教育，用“卓越报国、回报社会、成就
员工”的企业宗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使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良性互

动，使公司治理结构和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之
间形成了职责明确、有机融合、协调运转、相
互制衡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

正是在这种企业责任的感召下，广大职工
把个人理想、奋斗目标汇聚成企业的共同愿景，
企业凝聚起干事创业、兴港强港的强大力量。

追梦路线图激发活力

港口经济进入新常态，港口码头经营多元
化，“互联网+”时代扑面而来，给港口企业
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内涵。青岛港把“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基调，在
广大员工中深入开展“五标五定”活动，以许
振超等先模人物为榜样，团结动员广大职工把
个人梦、港口梦、中国梦紧密结合，人人寻标
定位、对标定向、达标定量、夺标定期、创标
定责，让广大职工的追梦路线图更加清晰、更
加量化。

全港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
一处流，在自己的岗位上追逐梦想。“工人先

锋号”、“巾帼标兵岗”、“青年突击队”等
竞赛活动遍地开花，龙虎榜，竞赛台，人人
比，天天赛，持续提升港口现代化管理水平，
走有速度、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之路，从而
实现了企业与职工的共赢。

近年来，青岛港先后创出1251项科技创新
成果，涌现出580多个员工品牌，练就329项岗
位绝活。全港上下“标杆公司”、“梦之
队”、“技师班”、“装卸能手”的追梦目
标，工人梦与港口梦、中国梦融为一体，为港
口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内生动力提升市场美誉度

以人为本是“新常态”下港口企业发展的
必然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企业文化建设要更
加自觉地关注人性化的要求，更要注重服务产
品人性化的设计、发开和提供，以及服务客户
安全、便捷、高效、愉悦的感受体验，彰显由
内及外、由物及人、由硬及软的文化品牌力和
影响力。

青岛港企业文化建设唱响“工人伟大、劳
动光荣”的时代强音，以“金牌工人”许振超
等先模为榜样，采取典型引路等方式激励员
工，引领广大职工把实现人生价值与建设发展
好港口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调动职工“比、
学、赶、帮、超”的创业激情。

来自沂蒙老区的皮进军，依靠自己的刻苦
钻研，多次刷新纸浆接卸世界纪录，成为党的
十八大代表、山东省青联副主席，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被誉为“新时代的金牌农民工”。

青岛港还以金牌工人、劳动模范、能工巧
匠等高技能人才的名字命名，先后创建了以许
振超创新工作室、孙波创新工作室等为代表的
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6个，青岛市总工会专门在
青岛港召开劳模创新工作室现场经验交流会。

青岛港在全市“三创”活动中通过开展项
目攻关、名师带徒、技能培训等，提高广大员
工立足岗位的自主创新能力，各项品牌、绝
活、创新成果竞相迸发。以点带面，由面促
点，使港口上下真正能够做到群策群力，共谋
发展，营造出具有青岛港特色的健康向上的企
业文化氛围，进而推动企业和谐稳定发展。

个人梦、港口梦、中国梦融为一体
青岛港集团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凝聚发展活力和合力

□记 者 张晓帆
通讯员 孙俊杰 赵润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2日，青岛市环保局出台
《2015年冬季控制大气污染工作方案》。根据方
案，岛城将以加强废气污染源环境监管、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为重点，开展为
期5个月的“冬控”行动。

今年“冬控”开始时间为11月15日，结束时间
为明年4月15日。环保部门计划，年底前将完成30%
以上的3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
务；环保部门将督促大唐黄岛发电有限公司优先使
用超低排放机组发电，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已完
成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正常运行，污染物达到超低
排放指标；除确有必要保留的以外，淘汰全市建成
区、热力管网覆盖范围内全部单台10蒸吨/小时及
以下的燃煤锅炉，对逾期未淘汰的，环保部门将按
照《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行查处。

岛城开展5个月“冬控”

8招控制大气污染程度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财政局11月13日表示，青

岛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收费减免相关政策，近期陆
续发文取消、暂停、减免了一批收费基金项目。

这批取消、暂停、减免收费，涉及公安、质检、教
育等多个部门，取消、暂停的收费项目包括入境签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水运企业的船舶港务费以
及考试类收费等51项，涉及青岛的共计16项。

51项收费

取消暂停或减免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曲秋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6日，青岛公交正式进入

“冬运模式”，将根据冬季客流变化情况，科学调
度车辆，增加高峰车次，加密行车间隔，制定特殊
天气车辆保障等预案，确保在雨雪恶劣天气集中的
冬季为乘客提供安全、畅通的乘车服务。公交冬运
将持续至2016年2月底。

公交集团营运管理处负责人表示，根据公交智
能大数据，冬季公交客流特点有所变化。由于气温
较低，白天客流比其他季节明显下降，只有早晚两
个高峰特别明显，而且早高峰一般提前半小时左
右，若逢暴雪等恶劣天气，乘公交车上班的人会更
多。

据此，公交集团增加了早晚高峰班次，加大了
发车密度。发车密度最大的1路、2路、4路等10条
线路，发车间隔在1至4分钟。

此外，遇到突发事件、暴风雪恶劣天气等特殊
情况，公交线路末班车时间将自动延时，并允许公
交驾驶员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非站点捎带坐不上
车的乘客，尽最大努力让夜间外出的乘客都能安全
回家。

青岛公交开启“冬运模式”

尽最大努力

让乘客安全回家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1月13日下午，市南区湛

山社区“绿丝带”草根美德宣
讲团队举办宣讲活动，宣讲队
成员杨桂芝、刘积才结合当前
形势，针对居民关心的问题进
行了宣讲，传播社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正能量。

“绿丝带”

美德宣讲

11月14日，共青团青岛市委、海尔集团举行海
尔希望工程电脑培训教室揭牌仪式，青岛市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联合海尔集团捐资8万元在青岛市团校
建立“海尔希望工程电脑培训教室”，定期为青岛
市农村希望小学培训电脑知识。

□记者 薄克国 高铭君 报道

海尔希望工程电脑培训教室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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