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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不断完善“送温暖”工作机制，通过建立困难职工帮扶档案，细化帮扶救助制度，开展主题月

帮扶活动，加强监督审查等，提升了帮扶效果，切实解决了职工的生活困难，加强了企业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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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扶贫帮困，互助互济”是企业为职工群众排忧

解难谋福利、维护职工权益、体现人文关怀的一个

有效途径，也是增强企业感召力和职工归属感、避

免人才流失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危机

等因素影响，很多企业效益下滑，一些原本经济基

础薄弱的职工由于工资待遇低等原因，更易出现家

庭困难。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连续多年积极开

展“送温暖”工作，通过对困难职工实施帮困救助，

解决了部分职工的生活难题，切实维护了职工利

益，有效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职工群

众对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劳动关系的逐步

调整，如何构建科学、完善的职工维权保障体系，不

断提高“送温暖”工作的公正性和均衡性，使真正有

困难的职工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感受到企业的关

怀和温暖，是当前各企业工会的重点。

2 完善“送温暖”工作机制

2.1 建立困难职工帮扶档案

深入开展调查建档，是把温暖送到困难职工心

坎上的前提和基础。企业要对特困职工切实承担

起“第一责任人、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帮

助人”的职责，以人为本，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了

解，明晰每一位困难职工的真实困难情况和致困原

因，及时掌握困难职工的第一手资料。对困难职工

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进行调查更新，为“送温暖”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坚持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形

成机制，努力推动“送温暖”工作实现动态化、常年

化和长效化，实现对困难职工帮扶的动态管理。困

难职工致困的原因各不相同，帮扶需求也情况各

异。企业如何为困难职工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措

施，关键是要摸清困难职工的致困原因，制定不同

的帮扶方案。通过分析了解困难职工情况，建立诸

如大病致困、意外事故、单亲家庭、子女上学等不同

情况的困难职工档案，并因人而宜，针对帮扶对象

的不同特点，分门别类地提出“一次性经济救助”、

“结对帮扶”等措施，为帮扶工作长效、可持续发展

提供重要依据，真正实现“困难情况清楚，帮扶措施

到位”，使真正需要救助的困难职工得到帮扶。

2.2 细化帮扶救助制度

良好、科学的帮扶思路要通过丰富多样的帮扶

形式和实实在在的帮扶内容得以体现。丰富帮扶

工作内涵是实现“送温暖”工作由时效性向长效性

转变的关键。近年来，冶金研究院立足实际，不断

丰富“送温暖”工作内涵。通过实施“六关怀”工程，

对在岗职工的生日、新婚、生育、生病、丧葬以及日

常扶贫帮困工作进一步细化，切实帮助职工解决因

特殊原因造成的暂时性困难，使扶贫帮困“送温暖”

工作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并及时完善

《困难职工救助办法》，对困难职工的救助问题做到

了严格把关，使困难职工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救

助，促进了企业和谐发展。

2.3 开展主题月帮扶活动

仅靠有限的经济救济或物质帮助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一些困难职工的生活困境。除了物质上

的帮扶，企业还可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

不断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达

到对职工的精神帮扶。为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

进企业长远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冶金研

究院积极开展主题月帮扶活动：将每年的1、2月份

定为“献爱心送温暖”活动月，对困难职工进行集中

走访慰问，确保两节期间生活明显改善；3月份定为

“关爱女工”活动月，为全体女职工进行全面的健康

查体，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和消除因病致困的概

率；4、5月份定为“全员健身”活动月，通过举办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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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全员健身活动，使职工群众的参赛积极性和

创造性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及时缓解职工的各种

紧张情绪和压力，促进职工身心健康；6、7月份定为

“颂歌献给党”活动月，对生活困难党员进行走访、

慰问，把组织的关爱及时传递到职工心间；8、9月份

定为“金秋助学”活动月，对困难职工的子女发放助

学金，为职工消除后顾之忧；10月份定为“重阳敬

老”活动月，通过沟通交流，为年老无助、子女不在

身边的困难职工解决生活难题；11、12月份定为“鼓

舞士气、冲刺四季度”活动月，为职工购买意外伤害

保险，对劳动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中表现突出的

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使职工在提升自身

素质、展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有效促进劳动效率和

劳动效益的同步提高，促进企业健康、长远和可持

续发展。

主题月活动帮扶模式，就是要求企业在做好日

常性帮扶工作的同时，突出每月的工作重点，对困

难职工采取定向帮扶，在困难产生的源头上、过程

中做足实事，在减缓困难程度、减少困难人数上下

足力气，从根本上帮助职工解困。

2.4 加强监督审查

企业要完善“送温暖”工作机制，还要构建强有

力的监督、保障体系，建立兼职监督员制度和帮扶

信息公开通报制度，以保证企业掌握的困难职工信

息完整、准确、可信。在对困难职工帮扶过程中，也

要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认真听取来自基

层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使帮扶对象的选定均衡合

理，帮扶过程科学透明，帮扶方案有可操作性，帮扶

效果有可比性和可核查性，能经得起群众舆论的监

督检查。提高“送温暖”活动的覆盖面和职工收益

率，逐步推进“送温暖”活动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

范化，使帮扶过程向科学化、严谨化、合理化转变。

3 结 语

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动员

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逐步营造“党委直接领导，行政

大力支持，工会搭建平台，各方共同参与”的帮扶局

面，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格局，做深、做细、做

实帮扶工作。

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工会通过建立困难职

工档案，多措并举不断丰富帮扶内涵，积极建立监

督机制等措施，努力实现了帮扶工作由节日活动型

向长效机制型转变，由单纯物质帮扶型向全方位保

障型转变，由局部受益型向全员覆盖型转变，大大

提升了帮扶效果，消除了个别职工的“等、靠、要”思

想，提高了“送温暖”活动的扶助质量，切实解决了

职工的生活困难，把企业关怀及时送到了困难职工

手中，真正实现了“帮扶工作有实效，困难职工得实

惠”的目标，进一步加强了企业与职工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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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四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德国西马克-梅尔

公司量身定制的一批ERW焊管轧辊，经西马克专家严格

检验，完全达到德国轧辊的要求，签发了“绿色通行证”，

日前已起运出口德国，将与西马克轧管生产线配套，共同

进入国际市场。这是山东四方自主创新“以铸代锻”焊管

轧辊继在国内全面推广应用之后，产品性能得到德国西

马克公司的认可，为“中国创造”产品搭载德国设备走向

世界打开了大门。

山东四方主要从事高性能金属新材料的研发，首创

了焊管轧辊的新型合金材料和顺序凝固、近终成型铸造

新工艺，攻克了高合金异型轧辊铸造的世界性难题，开创

了“以铸代锻”生产钢管轧辊的新时代。经天津钢管公司

等试用，使用寿命超过进口轧辊，是国产锻造轧辊的2～

3倍，解决了高端轧辊长期依赖进口的问题，进而迅速推

广到宝钢等国内主要钢管和冷弯型钢生产企业。该产品

被中国钢管协会评为“世界上最好的轧辊”，列入国家火

炬计划，已通过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认定，获7项发明专利

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山东四方承担了《焊管轧辊》国家

标准和《冷弯型钢轧辊》行业标准的组织编写任务，为高

端轧辊走向世界打下良好基础，过去我国“用市场换技

术”的状况悄然发生改变，打开了用我国轧钢工模具自主

技术换国际市场的新路。 （牟大立）

技术换市场 德国生产线搭载了中国焊管轧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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