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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武桥培训教学点2024年招生信息
学历层次：
一年制中专，一年半自考，函授高升专、专升本，同等学力硕士。
报考专业：
建筑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临床医学、工商管理等。
报考院校：
武汉理工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湖北工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

文凭国家承认，企业认可，学信网可查，超低门槛，超快毕业！
联系人：
甘老师： 18086013311（微信同号） 马老师： 15527752955（微信同号）
田老师： 19947669135（微信同号）
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汉阳城云顶武桥培训教学点

本报马鞍山讯 “上个月各部门、各岗位
的应急处理卡已经投入使用，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会后请各部门、各班组把应急处理卡
使用好，保证利用频率。大家在班前讲话的
时候也要不断提醒一线工人经常使用卡
片。”9 月 9 日晚，中铁四局四公司巢（湖）马
（鞍山）铁路三标二分部安全生产专题会上，
项目安全总监高伟对新实行的安全应急处
理卡制度推进情况进行总结。

该项目是四公司首个大跨度桥梁工程，
管段全长5.5公里，施工内容包括马鞍山公铁
两用长江大桥副汊航道桥、跨G205国道特大
桥等，技术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为保障项目安全生产平稳推进，该项目
部自8月份以来，在强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基
础上，制作并印发“一人一岗”安全应急处置
卡。据悉，该卡片依据各级安全管理规章制
度以及各类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来编制，可以
通过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直接明晰施工作
业中可能发生事故类型以及相应的防范应

急措施、处置流程，并明确相关联络人员和
联系方式，实现一岗一卡、一人一卡、作业持
卡、应知应会，确保一线工人对应急措施记
得住、说得清、做得到。

通过推广应用应急处置卡，该项目部将
应急预案、岗位应知应会知识等内容简化成
为一张小小的卡片，将重点岗位的岗位职
责、安全风险源辨识、应急处置措施及步骤
简洁化、表格化、流程化，使应急预案各个环
节得到快速、准确执行。让每一位员工真正
做到了解自身安全职责，有效预判事故类
型，提前掌握防范措施和逃生方式，提高安
全生产意识和事故的防范能力。

“安全应急处置卡是项目部根据各岗位
特点和潜在风险，精心编制的一种便携式应
急指南。它详细列出了各类危险场景下的
应急处置措施，为员工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
清晰、明确的行动指南。确保他们都能熟练
掌握应急技能，做到早发现、能处置、会逃
生。”项目经理郭小楠说。 赵雅慧

应急处理卡助力项目安全管理

《厉行节约 杜绝浪费》 汪习洁 作

年轻时蹬过三轮、打过工、开过工厂，履历
“丰富”且尝尽四处碰壁滋味的魏大翻如今在中
铁四局拥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他经常为此感慨，“我没想到农民工
也能像金子一样闪光！”看似普通的劳模创新工
作室，其实并不普通。这背后有着中铁四局对
推动农民工向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转型的系统
性考虑。

中铁四局是一家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年平
均使用产业工人10万余人，农民工占了绝大多
数。为此，中铁四局不断探索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产业工人队伍管理新路径。2005年，中铁四
局四公司在合武铁路第四经理部创造性地开展

“五同”管理工作，让项目部职工与农民工同学
习、同劳动、同参与、同生活、同娱乐。

2010 年，在“五同”基础上，中铁四局对农
民工管理进行升级，探索出“五自”管理新模
式。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组织引导协作队伍
进行自我民主管理、自我培训教育、自我竞赛争
先、自我权益维护和自我生活娱乐。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
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针对新时期产
业工人建功圆梦的美好愿望，中铁四局再一次
对农民工管理模式进行升级，制定了《中铁四局
农民工“五共”管理实施方案》，推出被称为“3.0
版本”的农民工“五共”管理新实践，明确了坚持
党的领导、依法合规、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互利
共赢等五大原则，进一步细化了企业与农民工
责任义务共担，安全质量共管，管理效益共赢，
文明和谐共建，使命梦想共圆等方面的内容，推
动农民工向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转型。

为了让升级版能够落实落地，中铁四局成
立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领导小组，按照母
公司——股份公司的要求制定并认真实施《关
于推行农民工‘五共’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全
面开展农民工‘五共’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农
民工‘五共’管理宣传学习工作的通知》《关于推
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的具体要求。

建筑企业的一大特点就是产业工人跟着项
目走，他们的“家”是移动的、变化的。如何让移
动的“家”能够更加温馨，中铁四局积极将城市

生活社区理念融入工程项目驻地建设中，建立
起产业工人社区，提升他们的幸福感。2022年
6月26日，中铁四局四公司合肥市新桥机场S1
线合肥西站枢纽先行段项目经理部产业工人社
区正式“揭牌”亮相。这不仅是中铁四局对农民
工“五共”管理(责任义务共担、安全质量共管、
管理效益共赢、文明和谐共建、使命梦想共圆)
的具体实践，更是成为合肥市首个为产业工人
专门打造的工作、生活、学习为一体的社区。

产业工人社区采取公寓式智慧服务管理，
按照居民社区的标准配套生活设施。设置人脸
识别门禁系统，实行实名制管理，建立工人食
堂、安全积分奖励超市、健康中心、篮球场、阅读
室、活动室，满足产业工人日常生活休闲需求。
引入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及餐饮企业提供服
务，产业工人拎包入住。在社区引入工地物业
化管理，为工人们提供专业、科学、规范的后勤
管理服务，专门负责生活区的保洁、消杀、通风
等日常卫生工作。在社区里，全体产业工人集
中入会，吸纳项目党群协理员、优秀产业工人代
表、项目综合办负责人、物业公司负责人、项目
劳资管理专员等共同成立产业工人民主管理委
员会，为产业工人提供健康体检、心理疏导、法
律维权、技能提升等服务。目前，中铁四局已在
全局建立了206个产业工人社区。

践行“五共”管理模式不仅仅是让产业工人
在工地简简单单的干活挣钱，还要让他们在施
工一线能够挑大梁、当骨干，在工作中获得成就
感。因此，中铁四局每一个项目部都成立了包
括 2 名产业工人在内的项目部民主管理委员
会，让产业工人直接参与项目管理，了解项目施
工生产和项目发展情况，保障产业工人知情
权。建立健全安全质量管理制度，将协作队伍
纳入安全质量共管体系，健全群众安全监督管
理员队伍，落实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制，让产业
工人参与到项目施工生产安全质量管理。同
时，为了充分发挥产业工人的聪明才智，让他们
真正成为工程项目创新创效的参与者和实践
者，一项项具体举措在施工现场悄然落地。

中铁四局在数百个一线项目相继成立试验
技能、测量技能、焊接技能、机电技能等9个技
能大师工作室，由技能大师带领产业工人开展

新技能新工艺研究，鼓励和支持基层产业工人
的‘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中铁四局青
岛地铁6号线二期项目部专门为产业工人制定
了“金点子”的奖励机制，在常态化开展的作业
班组月度、季度等评比活动中，项目部对作业班
组在质量、安全、技能、创新等多个关键方面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评定，将作业班组小改
小革、工艺创新作为其中重要的考核指标，让出
了“金点子”的作业班组成员走上领奖台，既有
面子又有里子。自项目部开工以来，4个施工
班组已先后提出几十个金点子，开启地铁建设
的“加速键”。项目部还获得业主颁发的“优秀
项目部”“青岛地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等荣誉。

同时，中铁四局制定高技能人才评价实施
细则，从产业工人中遴选优秀技能人才，按照一
定条件和程序择优录用。截至2024年初，已有
9000 余名建筑产业工人通过中铁四局搭建的
职业发展通道成为企业认定的技工、技师、技能
专家和高级技能专家、首席技能专家。产业工
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魏大翻，不断刷新
班组管片拼装记录，被誉为“创效带头人”；优秀
产业工人代表徐露平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安徽省“最美农民工”，连续三届当选为安徽省
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推行“五共”管理模式，最关键的还是要为
产业工人赋能赋智，让他们在中铁四局得到成
长成才的获得感。为此，在安徽省总工会的指
导和帮助下，中铁四局承办了2023年安徽省重
点工程职工（农民工）盾构操作工和电焊工、接
触网工、试验工职业技能竞赛等8次全省产业
工人技能竞赛，为安徽省建筑产业工人搭建起
成长的平台，同时让中铁四局重点项目的产业
工人与省内各工种的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充分
展示他们出色的技术与良好的精神风貌。

2023年在安徽省各类技能竞赛中，已先后
有82名中铁四局产业工人获得一、二、三等奖
及优秀奖等奖项。2023年10月11日在第四届
全国工程建设行业吊装（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职业技能竞赛中，由中铁四局建筑公司6名参
赛选手组成的安徽省代表队首次进入全国前
三，创造了安徽省参加竞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
绩。依托中铁四局多个重点项目的攻坚任务，

产业工人技能大赛、岗位技能比武在工地一线
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今，通过组织举办
产业工人技能竞赛，中铁四局产业工人中一批
批能工巧匠逐渐成长起来，涌现出“江淮杰出工
匠”1人、省级工匠28人、省市级五一劳动奖章
128人、省部级技能竞赛状元30人。

中铁四局每个工程项目的产业工人多的有
数千人，少的也有上百人，这其中不仅需要有拔
尖的专业人才，还要有整体素质过硬的工匠队
伍。于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建筑产业工人找到
成才的道路，中铁四局将开办“工人夜校”“工地
课堂”“工人书屋”等产业工人培训教育阵地纳
入到基层项目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定期举办
技能教育、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等培训课程。

2023年，中铁四局东莞松山湖水厂一期工
程项目部将技术知识学习与产业工人岗位技能
培训深度融合，定期举办钢筋绑扎、支架安装、
焊接工艺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培训“小课堂”。在
培训过程中，结合具体作业案例对技术知识和
注意事项进行详细地讲解和分析，力求通俗易
懂，便于掌握。“刚开始上手钢筋绑扎的时候，我
一直没弄懂操作技巧，在技术课堂上听了你一
步步地讲解才明白了正确的绑扎手法！”钢筋工
张闵课后跟授课老师交流时兴奋地说道。

为了让产业工人的成才梦更有具体目标，
中铁四局还实施了“个性化”“定向式”“定单式”
技能提升活动，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中
铁四局武宜2标项目部汉川东制梁场，钢筋作
业班组的产业工人罗聚先先后获得了电焊工资
格证和安全员资格证，成为一名既懂安全管理，
又有高强技能的复合型产业工人，在梁场像罗
聚先这样通过项目部定单式的技能提升培训拿
到各类职业资格证的产业工人已有34人。

已有硕果盈枝，未来任重道远。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五共”管理模式仍在跋涉的路上。
2024年6月6日中铁四局召开的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简称产改）推进会上，提出了发展深
化“五共”管理的工作要求，扛起产改责任担当，
明确产改各项任务，落实产改具体部署，推动产
改走深走实，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在中铁四局有
奔头、有前途、有尊严、有保障、有收益。

文良诚范敏

“解码”中铁四局产业工人“五共”管理模式
中铁四局持续推进农民工向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