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年不断创新，做有思想的“创意达人”

28年持之以恒，做有积淀的“学习标兵”

28年一线坚守，做有口碑的“电力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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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就要敬业，敬业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精益

求精才是对工作最好的尊重。”张涛在他的笔记中写道。28年来，张涛

不仅工作勇挑重担，还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勇于创新，提高工作效率和

工作效益，成为行业内有名的“创意达人”。

张涛喜欢对影响施工效率的环节进行钻研，长期的输电运行工作，

使他深深体会到平时带电作业中，工作器具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和安

全，他开始琢磨起平时常用的一些工具。有一次，在更换输电线路绝缘

子的工作中，张涛发现他的两个徒弟在杆塔上轮换操作，竟用了两个多

小时才把需要更换的绝缘子的销子拉出来。

于是张涛在拔销工具上动起了脑筋。他潜心钻研，经过多次的试验

和改进，张涛自制出钳式拔销器，经过现场试用，效果非常好。成功解决

了带电作业更换直线绝缘子拔销子的难题。目前，已应用该创新成果累

计更换直线杆塔600余基，累计产生经济效益约100余万元。“钳式拔销

器”已被命名为“张涛拔销器”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为了培养创新团队，2011年，公司以张涛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张涛

创新工作室”。依托“张涛创新工作室”，张涛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创新，

已经形成32项颇具影响力的革新成果，并在生产中得到普遍运用，部分

成果在系统内得到大力推广，仅在输电专业方面就拥有20项国家专利，

其中8项为国家发明专利。

这些专利在实际工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了 1700
万元的经济效益。依托“张涛创新工作室”，开展创新创效，带动了该

公司经研所、变电运检中心等单位员工通过“头脑风暴”开展小发明、

小革新活动，形成了“人

人参与创新”的浓厚创

新氛围。

（任贻升 李伟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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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到 11月，大家就开始关注互助互济活动什

么时候启动。我有个去年患大重病的同事，逢人就夸工

会好，实实在在替职工着想，为职工解难。”近日，2021年
桐城市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正式启动，前来桐城市总

工会办理参保的某单位工会负责人深有感触，对工会开

展的这项活动赞不绝口。

先互助，再救助，是桐城市总工会创新帮扶模式、实

施困难职工帮扶民生工程的一大亮点。

互助互济深入人心
2008年，在桐城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由桐城市总

工会牵头，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具体操作，在全省县级工

会中率先开展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互济活动，职工每年只

要交纳48元互助金，就可以在享受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的

报销政策后，再报销剩余个人自付部分的30%。

互助互济活动以年为单位，可按医疗费用发生情况

多次报销，一年中个人累计报销总额可达 1万元。2015
年，互助金缴纳标准提高到每人 60元，个人年度累计补

助总额提高到2万元。

为了简化住院职工报销手续，桐城市总工会以“跑

一次路”为宗旨，与市医保中心多次协商，通过医保系

统，建立网络，利用专线为职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职工异地住院或者慢性病报销无须提供发票，由帮扶中

心直接进入医保系统打印报销凭证。职工只要提供一

份申请互助表和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办理，整个申

请过程不到3分钟。

桐城市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互济活动开展13年来，全

市18.1万人次参保，近1万名职工获得住院补助865.9万
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桐城市总工会曾被邀

请到安徽省总工会作相关经验汇报，也吸引了几十个兄

弟市县前来学习考察

截至发稿日，2020年桐城市职工医疗互助互济申请

补助 564人，发放互助金 78.5万元，其中慢性病 136人领

取了4.2万元补助，大重病51人领取了35.5万元补助，金

某获得最高补助2.0018万元。

民生帮扶温暖人心
为推进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2019年困难职

工帮扶纳入民生工程，对困难职工分别实施生活救助、

助学救助和医疗救助。

桐城市总工会在接受困难职工申请应急救助时，如

果发现该单位没有参加互助互济活动，会及时加以宣

传。只要工作做到位，企业就会重视，职工就能减轻医

疗费负担。比如市驾校，每年积极参保。

对于前来申请互助报销的职工，桐城市总工会一旦

发现职工住院的医疗费用较高，就会详细询问该职工的

家庭情况，通过基层工会调查摸底核实。只要符合困难

职工帮扶民生工程相关政策，会竭力对患重病职工进行

重点帮扶。

2020年该市有 12名困难职工在申请互助报销后，

获得了医疗救助，救助标准最高达 2万元。比如某校

老师赵某患恶性肿瘤，她爱人前来申请互助报销时，

工会根据实际情况，层层走访核实公示申报，党组会

研究通过，纪检组参与监管，最后赵某获得互助报销

0.7万元，同时给予医疗救助 1.5万元。“这真是雪中送

炭，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温暖，让我们对今后的日子

仍抱有希望。”赵某知道后，特意打电话到中心一再表

示感谢。

桐城市总工会关注民生，创新工作模式，将困难职

工帮扶与互助互济活动有机契合到一起，为困难职工谋

取最大利益，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互助互济参保率，

同时让困难职工帮扶民生工程政策掷地有声。（曹云霞）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广德市总工

会严格按照困难职工帮扶民生工程

任务要求，对标对表精准施策，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扎实推进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超

额完成全年民生工程目标

任务。

高度重视，精准推

进。广德市总工会高度重

视民生工程，一把手亲自

抓，分管负责人和帮扶中心

具体抓，其他班子成员和各

部室协同抓，形成上下联动、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每月

召开民生工程调度会，及时研究解决

民生工作中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

入户走访，精准施策。坚持结对

帮扶走访全覆盖，对所有困难职工档

案细致分类，建立帮扶联系人制度。

对所有新建档的困难职工上门走访，

帮扶中心、乡镇基层工会采取“看、

问、听、查”等方式，详细了解困难职

工家庭成员、住房类型、家庭经济收

入和致困原因，对困难职工家庭因大

病、子女上学等家庭必要性支出进行

详细登记及核算，保证困难职工档案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人施策”“因

户施策”做到帮扶精准化。

动态管理、精准识别。按照“一

户一档”“一户一策”的要求，根据困

难职工致困原因、困难程度对档案进

行分类细化，实施精准施策，加强信息化管理，完善困难职工

帮扶档案。定期或不定期对困难职工档案数据进行审查复

核，对符合条件的及时提供帮扶救助，对符合脱困条件的困

难职工，按照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实施办法规定，予以退档，切

实做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优化程序，精准服务。帮扶资金按照实名制发放原则，

直接打卡发放到职工的个人银行账户，并同步打电话或短信

告知。建立工会干部结对帮扶机制，定时回访帮扶对象，及

时解决困难职工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满意度。

截至今年 11月，广德市总工会民生工程为困难职工提

供生活救助、助学救助、医疗救助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30%、130%、143%，累计发放帮扶资金 90.94万元,有力推动

了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困。 （刘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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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总工会

举办财务经审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 日前，阜阳市总工会举办全市工会系统财经、

经审人员培训班。各县市区分管副主席、财务部长、经审会

主任及基层工会会计、经审委员10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省总工会经审办主任林洋围绕经审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如何破解审查审计难点，建设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经审干部等内容进行了授课。省总工会财务

和资产管理部一级主任科员周晓利从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和预算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此外，培训班还对学员进行了党风廉政专题教育和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深度解读。 （马林）

12月18日下午，肥西县花岗
镇举办首届劳动和技能竞赛——
焊接技能竞赛。活动由镇工会联
合会主办、非公党建工作站协办，
安徽苏亚建设安装有限公司承
办。20 多名企业职工参与竞赛。
来自安徽苏亚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职工程千海获得一等奖；来自苏
亚、凯贝耐特、神舟、创领4家企业
的5位职工分获二、三等奖。

刘思佳 王瑞麟 程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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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首家
共享职工之家挂牌
本报讯 12月 18日，黄山市屯溪区

九龙低碳经济园区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共享职工之家挂牌，开始试运行。这是

黄山市建成的首家共享职工之家。

今年以来，为拓宽服务职工新途径，

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先服务、再完善、后

授牌的工作模式，黄山市总工会试点推

进共享职工之家建设，打造“一站式”职

工服务圈。

据介绍，这家共享职工之家面积近

3000㎡，服务项目包括职工食堂、健身

房、电影院、书屋、KTV、篮球场等，涵盖

服务园区企业 100余家、职工 2000多人，

真正让工业园区广大职工就近、便捷、高

效地得到工会组织的各种服务。

据了解，这次屯溪区九龙低碳经济

园区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共享职工之

家建设，得到了省总工会的大力支持，

被命名为 2020年省模范职工之家、省职

工书吧。

下一步，黄山市总工会将指导基层

工会采取党工共建、群社联建、主体带

建、工会自建四种方式积极推进共享职

工之家建设，为广大职工提供“一站式”

的便利服务，不断提升工会服务品牌。

同时，在创新服务职工项目上，还要求各

级工会组织因地制宜，拓宽服务渠道，将

职工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项目纳入共

享职工之家建设，特别是要把货车司机、

快递员等“八大群体”职工会员纳入服务

范围内，真正让工会成为职工群众信赖

的“娘家人”。 （吴国华）

蚌埠市2020年
“诚信群体”推选揭晓

本报讯 日前，2020年蚌埠市“诚信

群体”推选结果揭晓，蚌埠市殡仪馆整容

组等12个群体榜上有名。

今年以来，市总工会、市文行办以

“移风易俗·文明生活”为主题，组织开展

了“诚信群体”推选活动，经过逐级推报、

信用核查、组织评选、会议研究、公示认

定，命名蚌埠市殡仪馆整容组、蚌埠市社

会福利院儿童部、国家税务总局蚌埠市

税务局胜利中路办税服务厅、蚌埠市第

三人民医院晓燕工作室、蚌埠市公路局

小修养护专业队、蚌埠市中医医院药学

部、蚌埠市新东方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郭

伟劳模创新工作室、蚌埠新奥燃气中荣

街营业厅、怀远县人民医院护理部（管理

团队）、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安徽华运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文化广

场店、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民政所等 12
个群体为2020年蚌埠市“诚信群体”。

此次活动旨在营造“诚信蚌埠·孝善

珠城”良好氛围，提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成果，促进各行各业主动履行社会责

任、守法诚信经营，为推进诚信建设和文

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徐希涛 龙德红）

“对于工匠的理解，我认为

就是一种传承，就是对工作持之

以恒的态度。下一步，我将以劳

模创新工作室为平台，大力开展

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工作，为企

业的发展培养出更多的工匠与

技能人才。”12月 11日，在 2020
年中国质量协会年会上，国网淮

北供电公司张涛荣获中国质量

工匠荣誉称号，在北京接受表

彰。手捧获奖证书，张涛发表了

获奖感言。

据悉，今年全国仅有 20名
职工获此殊荣，张涛是安徽省唯

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员工。

张涛，今年 47岁，现任国网

淮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五

级职员、输电线路高级技师、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张涛创新

工作室”领衔人。自1992年3月
参加工作以来，张涛一直从事输

电线路高空高压带电检修工作，

承担着淮北地区 1700余公里高

压输电线路的带电检修和维护

任务，被称为输电线路上的“空

中骄子”。

平凡岗位“ 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炼 ”出不平凡人生
——记中国质量工匠获得者、国网安徽淮北供电公司职工张涛

2002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总是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苦活累活抢着干，不管天气如何，无论高山还是平原，哪里有输电抢修工

作，哪里就有他的身影。24小时待命是他的承诺，也是他的习惯，足迹

踏遍淮北电网 1700多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和 6348基杆塔，先后检修线

路116条次，参与缺陷消除12520余处，带电作业1280多次，解决现场难

题160多项，创造带电作业28年无事故的行业记录。

他用一颗精益求精的心，默默传承着“工匠精神”。以“张涛创新工

作室”为平台，他培养了大批青年技术能手和创新人才，其中有 12人获

得高级技师资格、3人获得安徽省职工技术能手称号。

如今，他的徒弟大多走上管理岗位或成为业务骨干。作为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高级兼职培训师，初始学历只有“高中文凭”的他走进大学课堂

给大学生上课，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培训人才近千人；担任班长期间，他

带领的班组获得了“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省模范班组”“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

工作中，张涛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工作中遇到不懂的问

题，他随时问师傅并随时记录下师傅传授的经验；作业结束后，他也随

时记录下本次作业的施工方案或改进措施。就这样，28年来，他积累了

50多本笔记。这些“秘籍”，不仅为他日后培训徒弟，积累了宝贵的第一

手资料，而且也使他实现了从一个“门外汉”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生产

技能专家和高级兼职培训师的嬗变。

他还参与编写了 10余万字的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线路工检

修题库》《变电带电检修题库》。他在安徽省公司级专业技能竞赛中多

次获奖，先后获得个人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团体一等奖

2次、二等奖2次。

工作中，张涛力求把每一个细微处都要做到极致，将日常积累的经

验进行总结提炼，通过对输电线路检修工器具的研制、改进，对施工作

业方法优化等创新实践活动，总结了“一查、二找、三比、四验、五定”的

五步创新工作法，即：一查难题，分析症结；二找对策，解决难题；三比方

案，科学论证；四验成效，巩固总结；五定规范，推广应用。该工作法在

实际创新工作中得到高效应用，指导整个公司创新工作的开展，每年为

企业创造了 20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该工作法被评为“安徽省职工先进

操作（工作）法”。

创新帮扶模式 服务困难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