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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随着煤炭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群团

组织作为企业内部联系基层的重要纽带，在凝聚基

层力量，加强基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为了

给企业创造一个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煤炭

企业应创新发挥群团组织的纽带作用，认清当前形

势，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围绕企业安全生

产经营这个中心任务，增强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企业

生产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一、加强群团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

群团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这一表述

为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群团组织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所以做为企业群团组织部门，积极

创新要在温度上加深、热度上加厚、真正处理工作和

生活中影响职工情绪的愁心事、烦心事，解决职工后

顾之忧，把制约矿山发展的问题和建议及时逐项解

决，抓紧抓实，抓严抓细，提升广大职工的幸福感、归

属感，这样建设发展企业团队的士气就会不断高涨，

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企业就会

乘风破浪，实现更高更远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二、深刻分析，群团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近年来，企业群团工作紧跟形势发展，受到了广

大职工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但在服务安全、服务经营

发展等方面仍存在思维固化，工作方式陈旧等不足，

突出表现为：

工作墨守陈规。每年的活动开展形式、工作习

惯方式多是听从上级布置，满足于各种品牌活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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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完成夏送清凉，秋季助学，两节送温暖的活动，止

步于按部就班的开展活动，每年如此，没有新意，没

有激情，缺少用发展创新的眼光看问题，近年来，井

下生产队陆续补充新青年职工，各生产队新老职工

比例基本实现了 1：1，我们的群团工作有时候忽视

了职工群众，尤其是忽视了广大青年职工在新形势

下的实际需要，青年思想观念比较活跃，超前思维，

我们需要突破陈旧格局，开拓新思路，才能跟上时代

的发展步伐和职工的需求。

活动模式雷同。常常把活动当作主要工作来抓，

每年组织的消夏文化节、职工运动会等文体活动，技

术比武，安全监督、“五小”成果、评比表彰“双先”等活

动程序、规则每年雷同，模式固定，缺乏进行调查深入

研究与创新，时间久了，难以调动职工参与的积极性。

忽视思想工作。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思

想认识不到位，群团组织工作仅仅是技能培训，技术

比武等活动项目，在工作和生活中却忽略了职工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二是工作方式单一，停留在

宣读文件、开会、定期谈心，节日表彰等陈旧手段上，

与职工没有真正形成心理沟通，互动交流、具体参与

指导的偏少。

三、创新途径，多角度深层次开展群团工作服务

安全生产

望云矿持续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理念，坚

定“安全开采、绿色开采、智能开采”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我们群团组织要结合企业发展的新形势，创新思

路，创新机制，使群团工作具有时代特色与活力，真

正起到活跃职工生活，沟通职工感情，凝聚职工力量

的作用。

笔者认为，企业群团组织工作创新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加以研究和思考

寻求最佳结合点服务职工。群团组织要在结构

日益多样化的格局中发挥作用，必须找准位置，寻求

最佳结合点，发挥群团组织自身职能作用，切切实实

服务职工，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牢牢抓

在手上，凝聚职工合力，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一是为职工争取发声、参与、作主的平台。如

今，我们群团组织要着眼生产经营大局，围绕企业经

营目标发力，我们都要在完善职代会，厂务公开，集

体协商，职工董事监事制度的基础上，认真带领广大

职工适应生产特点，并积极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建

议，在日常工作中发挥职工代表监督建言的作用，最

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创新意识和创

新潜能，并推进企业领导恳谈制，接待日等措施，发现

问题早介入，早解决，从源头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热情服务上见真情，凝聚职工队伍。群团

组织的纽带作用在于联结。要积极解决广大职工队

伍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知道他们想干什么，需要

什么，关心什么，了解广大职工的思想动态，关心职工

的真实诉求，把组织的温暖热情的及时的传递给职

工。例如为深刻汲取永聚煤业火灾事故教训，望云矿

着手抓紧抓实澡塘洗浴室及更衣室的吊顶、亮化等改

造项目，创造一个安全、靓丽、整洁、温馨的洗浴环境，

从而提高职工下班洗浴的舒适度和幸福感，发挥我们

“娘家人”的职能，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始

终把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尤其是涉及职工家庭的生

老病死、婚丧嫁娶、重大变故、退休离岗等，当好职工

的贴心人和知心人，让职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三是推动“三走进”走进基层队组。由矿领导牵

头，分管领导协作，职能部门配合，层层加码维护矿

山安全。井下安全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走进班

组，在零点班前，深入各生产队参加班前会，在工作

日中，进入地面生产车间，检查坚守值守情况，走进

一线，督查整改“抓安全”。该矿围绕“全覆盖”目标，

紧盯重要领域，重点环节，展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有效确保各种隐患问题彻底消灭在萌芽，该

矿用尽心尽情守护了职工的安全身心。

四是维护职工发展权，望云矿始终把提高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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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素质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大计来抓。深化职工

素质工程建设，大力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相关活

动，加强技师、生产骨干、业务能手的培养，积极组织

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五小”竞赛、公开竞岗、工

匠评选等活动，新入职的青年，他们对新设备有着极

强的求知欲，通过努力考取设备操作作业证书，实现

从“小白”到“行家里手”的蜕变，他们勇做企业发展

的排头兵，潜移默化的使职工提技能、强本领、争当

先进的热情高涨，从而使职工个人获得专业知识，实

现技能的提升，从而本人的事业得到发展，而对我们

企业来说，职工队伍更加专业化、规范化，实现了企

业个人双赢的局面。

引入新活力，丰富活动形式。在改变活动形式

上，群团组织要引入新的活力因素，深入基层，整合

企业的活跃员工，尤其是新入职员工，具有某项专长

的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从而集思广益，为

我们的群团组织活动出谋划策，丰富活动形式与内

容。望云矿实施“师带徒、老带新”结对子，选出业务

精、技术好、责任心强的老职工与新青工签订协议，

采取“摸底分配”，提前以座谈形式了解青年职工的

喜好和职业经历，同时，群团组织要加强调研，投其

所好，结合职工从事专业技能需求，业余爱好，家庭

生活等方面创新培养教育模式开展活动，让大家愿

意参与，积极参与，在工作实战中不断成长，让“新

手”变“能手”，以“立标杆、树典型、学模范、强能力”

为出发点，推动职工素养提升。迅速发展成为矿山

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和“顶梁柱”。

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群团组织的能力。目前，对

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弱化，还要从加强群团成员自

身素质提升入手，通过开展学习型群团组织建设活

动，提高群团成员自身素质，学习新形势下的新思路

新方法，使他们解决问题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另

一方面，健全完善各种机制，即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保护机制强化激励措施，促使各位代表履职尽责，并

发动优秀青年代表，补充新鲜血液，从而提升群团组

织在青年员工中的影响力，凝聚力，服务力。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群团组织只有走出

陈旧思维，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

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才能切实让企业群团组

织在企业基层管理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供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及教学团队。校企政三方

共同合作，将会大大地提高二级学院学生的技术水

平及市场适应性。

第二，政府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加大对于校企

合作模式的宣传力度。政府应针对职业院校同企业

间共同育人的模式，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并对于合

作较好的校企共育模式予以表扬以及物质或政策奖

励，从而提高企业以及职业院校对校企合作模式的

重视程度，并借助互联网技术，定期在抖音、微信、微

博等社交平台对校企合作模式进行推广，增加该模

式的曝光度，提高相关企业及院校对于该模式的重

视程度。

结论

专业院校是我国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基地，为了

提高专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相关

院校应同相关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从教师、教学模式、

政策支持等几方面入手，提高人才培养模式在职业教

育背景下的高效性，为我国国家建设奠定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君君，朱晓培 .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分析［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3（13）:

162-164+169.

［2］陈莹莹，金伟林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有效模

式研究［J］.江苏商论，2023（05）:119-122+126.

（上接第48页）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