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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总工会：做强工字品牌 为巫溪绿色崛起提效赋能

党建铸魂守初心
彰显“政治引领强”

今年以来，巫溪县总工会组建“劳
模服务宣讲团”进企业、进校园、进社
区宣讲党的方针政策180余场，全面
推动全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思想素质
迈上新台阶。

今年4月，在“劳动创造幸福”进
企业宣讲活动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唐丽娟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讲述
自己践行初心使命、匠心筑梦的奋斗
故事，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

9月13日，巫溪县总工会在菱角
镇桂花村开展“保护个人信息 维护网
络安全”宣传活动暨劳模工匠进基层
宣讲活动，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龚静就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

安全进行讲解，有效增强了群众网络
安全防范意识。

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日益深入人心。

巫溪县总工会实施抓党建促“一
机关一品牌”创建行动，将党建工作
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的强大动
力。

组织覆盖聚人心
彰显“组织功能强”

在组织好劳模宣讲活动的同时，
巫溪县总工会始终把建会入会作为重
中之重。进一步健全县级部门、工业
园区和乡镇（街道）工会组织体系，重
点开展了国有企业、非公企业、“两代
表一委员”单位建会行动，全县工会组
织达到667个，“两代表一委员”企业
建会率达到100%，2家规模以上企业
建立了工会组织，企业实现建会全覆
盖。

为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今年4月，
巫溪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深入重庆坤
隆药业、何航鞋业公司开展调研，详细
了解非公企业在工会建会入会、集体
协商要约、劳动技能竞赛等方面工作
开展情况，努力做好职工的贴心“娘家
人”。

7月18日，巫溪县总工会在墨斗
城物流园开展“初心向党”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集中入会活动，300余名货车
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在工会工作人员指导下扫码
入会。

同时，巫溪县总工会还着眼于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推进“会、站、
家”一体化建设，建成市级模范职工之
家34个、市级示范职工之家3个，全
国模范职工之家6个。推动329个村
建会全覆盖，吸引16.5万余名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入会进“家”。

“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职工服务
阵地”，这是巫溪县总工会服务职工的
庄严承诺。

巫溪县总工会努力为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筑起“温馨港湾”，在巫溪逍遥
广场的爱心驿站，不时有环卫工人、快
递外卖员走进“小站”，在这里歇歇脚、
喝口热水、翻翻报纸……赶上饭点，站
里的微波炉，还能让大家吃上热腾腾
的饭菜……

如今，巫溪县总工会在城镇和乡
村服务中心建成13个“驿站”，年服务
超人数3.9万人次，实现城区全覆盖，

“工”字服务品牌成效初显。
同时，巫溪县总工会创新工会社

会基层治理参与方式，全力贡献新时
代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工会力量”。

据了解，该县先后出台《巫溪县总
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实施细则（试行）》
及《巫溪县工会社会化工作者管理考
核办法》等文件，巫溪县总工会聚焦

“下足‘引才功’织就‘人才网’”“精细
‘管才’让社工更有劲头”，打造出一支
40余名高素质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
伍。

典型培育扬匠心
彰显“作用发挥强”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近年来，巫溪县把选树先进典型
作为激发职工向心力、共绘发展同心
圆的重要举措。

在典型选树过程中，巫溪县总工
会全面挖掘榜样中具有强烈号召力、
感染力的闪光点，鲜明生动地在职工
群众心目中树立起先进典型的形象。

5月27日，巫溪县总工会在墨斗
社区开展“最美劳动者”评选活动，对
9名“最美劳动者”颁奖，营造全行业
崇尚“最美”、学习“最美”的氛围。

今年以来，重庆柏杨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公司荣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状；
巫溪县公安局龚静、重庆远华建筑公
司孙永祥、中国电信巫溪分公司刘传
艳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巫溪县宁之
源建设开发集团质量安全部、巫溪县
林业局林业安全科、重庆坤隆药业公
司中药饮片生产车间荣获重庆市工人
先锋号。

据了解，巫溪县总工会先后推荐
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6
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名、重庆市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26名、全国工人
先锋号2个、市五一劳动奖状11个、
市五一劳动奖章23名、市工人先锋号
26个。崇尚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在巫溪已深入人心。

在巫溪县天元乡，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唐丽娟，也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巫溪嫁花”的代表性传
承人，在她的帮扶下，如今，她的公司
已有市级代表性传承人3人，县级代
表性传承人13人，正高级职称高技
能人才2人，全市技术能手1人，她表
示还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学刺
绣，致力让“巫溪嫁花”从活起来到火
起来。

为发挥劳模工匠“传、帮、带”作
用，巫溪县总工会创建劳模创新工作
室3个，帮助500余名青年职工加快
成长成才步伐，彰显了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

四季帮扶显爱心
彰显“温暖服务强”

近年来，巫溪县总工会致力用榜
样引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功立业，
全力做响做实“四季帮扶”工会品牌，
让劳动者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据悉，巫溪县总工会依托恒易职
业培训学校，与人社等相关部门联手，
邀请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授课，开
展了大规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和
就业技能培训。2021年以来，开展各
类培训176期，参培7350人；聘请唐
丽娟进行刺绣培训36期，培训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315人，与龙凤木梳、何航

鞋业合作，开展技能培训800余人次；
今年以来，工会组织招聘活动达成就
业意向400余人。

今年7月，市总工会携手专业医
疗团队开展2024“渝工暖新·工会体
检行”活动，为巫溪285名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进行公益健康体检，为他们的
健康保驾护航。

11月 13日，巫溪县总工会承办
“重庆职工互助保障十周年”成果发
布暨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推进系列主
题活动，不仅提升了互助保障政策
的美誉度，也促进了职工群众的积
极参与。

今年以来，巫溪县总工会组织加
入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达到23万余
人次，受益4000余人，受益金额高达
1400余万元；“送温暖”活动投入资金
127万元慰问1200余人次；筹集物资
12.4万元慰问900余人次。

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巫溪县
组建工会劳动关系信息员、劳动法律
监督员、劳动争议调解员、职工法律服
务志愿者等队伍，建成“1+3+N”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一站式服务平台，
组织律师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0件，成
功调处劳动争议、工伤赔偿案件5起，
金额120万元。

巫溪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总工会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本，
以健全和落实“四季帮扶”为主线，以
精准帮扶为重点，持续发力，用心用情
用力擦亮工会服务特色品牌，为巫溪
绿色崛起提效赋能。

陶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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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巫溪县总工会聚焦打
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
目标，按照市总工会“渝工初心向

党”行动要求，以“四心四强”建设
为抓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
以党建带工建，积极引导职工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以生动的实践彰
显了工会在助力谱写新时代巫溪
绿色崛起新篇章中的使命担当。

巫溪县总工会承办“重庆职工互助保障十周年”成果发布暨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巫溪县总工会开展“劳动创造幸福”进企业宣讲活动。

巫溪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入
会提质扩面暨职工互助保障推介会。

党建统领筑牢根基
凝聚前行发展力量

2023年11月27日，经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核准，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
北区人民医院）正式升级为国家三级综合
医院。这是江北区首家区属三级综合医
院，标志着江北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迈上
新台阶。

新时代新征程，一所百年老院如何保
持蓬勃向上的活力，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党建统领，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宏伟蓝图中，不断校准自身的使命
和定位。

今年10月，江北区委十三届八次全
会召开，全会提出了“13457”总体发展思
路，医院党委聚焦“5”个行动中“惠民安民
先行示范行动”，与群众健康需求实现精
准对接，将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
组织与红十字冠名机构使命任务相结合，
探索形成了立足医院实际的“1246”党建
工作新体系，打造具有独特辨识度的“红
岩红医”党建品牌，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理
清了思路、抓住了关键。

何为“1246”党建工作新体系？即坚
持党建统领，抓好“红岩精神、红十字精
神”两个传承，实施“红岩铸魂、红岩强基、
红岩聚才、红岩清廉”四项基础工程，开展

“红医提质、红医兴院、红医便民、红医帮
扶、红医博爱、红医筑梦”六项赋能行动。

“红岩精神为我们凝聚了坚定的理想
信念，提升了爱国情怀，让我们在面对困
难和挑战时能够勇往直前；而红十字精神
则为我们丰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让
我们在关爱和帮助他人中，升华自己的价
值和梦想。”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市
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将“红岩
精神”与“红十字精神”有机结合，形成了
医院独有的精神传承，逐步提炼出“红岩
红医”党建品牌，起到了凝心铸魂的良好
效果，再通过架构“1246”党建工作新体
系，让党建引领指向清晰，有抓手、有支
撑、能落地，确保医院在江北区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重庆先行示范区的进程中体现
担当、有所作为。

强化支部作用发挥
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不久前，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
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收获了一次特殊的

“五连赞”——该科室的医生、护理、助产
团队获赠五面锦旗“套装”，并将医护人员
的姓名巧妙地融入了赞词。而这五面锦
旗的赠送者则是一对“新手”父母，“医护
人员不仅技术高超，她们的专业、耐心与

爱心，让我们在紧张与期待中找到了依
靠，也见证了新生命的奇迹。”两人如是
说。

无独有偶，该院急诊医学科全体医护
人员也收到了因心跳骤停而被两次送往
该科抢救的夏先生赠送的锦旗。夏先生
感慨道：“连续两次被急诊医学科抢救，因
为他们，我两次获救，这也是一种‘特别的
缘分’，这份恩情无以为报。”

无论是“新手”父母的“五连赞”还是
与夏先生“特别的缘分”，都反映出了该院
医护团队的精湛技术、良好医德和优质服
务。而背后的原因正是重庆市红十字会
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推行的“1246”党
建工作新体系，将党建触角有效延伸至医
院临床科室党支部“最小单元”。“现在党
支部与院党委定期沟通，在思想上、工作
上形成联动。党支部全面参与临床科室
的重要决策，收集掌握科室的意见建议，
涉及患者就医难点痛点等问题，可以及时
与院党委直接协商讨论，这种管理新模式
很好。”该院妇产科党支部书记龚旭华表
示。

龚旭华口中的新模式，正是医院实施
红岩强基工程的一个缩影。医院党委构
建“党委带书记、书记带党员、党员带骨
干”的三级带动机制，推行党委委员“三联
系”，即直接联系支部、联系科室、联系高

层次人才，在指导和服务临床时更有针对
性。

通过红医提质、红医兴院等多项行动
的综合赋能，医院党支部的带动作用明显
发挥了出来。急诊医学科年接诊患者5.4
万余人次，出诊2500余次，抢救1000余
人，心肺复苏成功率 56%，抢救成功率
98.3%，均超过国家标准，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急救先锋”；妇产科结合科室患者特
点，总结出“五心”工作法，即在能力提升
上坚持恒心、在临床诊疗上坚持专心、在
优质护理上坚持细心、在沟通服务上坚持
耐心、在社会公益上坚持爱心，有效地提
升了患者就医体验，受到业内外一致好
评，现已成为重庆市特色专科。

急诊医学科党支部书记秦朴表示，
“医院党委构建的‘1246’工作体系，借助
党的工作优势解决临床的实际问题，我作
为支部书记也更有底气，感觉整个科室都
找到了努力方向。今后我们将继续强化
以患者为中心的意识，落实好党建统领、
人才梯队建设、医德医风建设、支部品牌
建设等重点工作要求，不断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感、获得感。”

依托“1246”党建工作新体系，医院
“红岩红医”党建品牌不断向临床一线党
支部延伸深化，一个具有辨识度的品牌矩
阵初步成形。日前，急诊医学科党支部凭

借“红岩红医·急救先锋”、妇产科党支部
凭借“红岩红医·五心妇幼”双双被评为重
庆市级公立医院党建示范党支部。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为民服务彰显担当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
院）地处观音桥核心商圈，就医停车难一
直是医院的“老大难”问题，成为来院就诊
患者及家属的烦心事，有时甚至需要绕着
医院里里外外抢车位，更有甚者因找不到
停车位被堵在了就诊路上的“最后一公
里”。但从今年10月起，前来重庆市红十
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就医的患者
及家属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医院的
停车位变多了。而这样的变化则源自医
院党委在“红医便民行动”中提出的让

“位”于民的专项举措。医院发出号召“把
方便留给患者”，全体职工退出院内停车，
将车位留给患者，同时鼓励职工绿色出
行。此项举措得到医院全体职工的积极
响应。为保证医疗安全，医院除为救护车
划定了专用车位外，严格管控入院的非就
医车辆，保障院内有限停车位全部供患者
使用，让患者就医更及时、更便捷。

把党建统领贯穿医院工作各方面，把
群众就医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
脚点，是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
民医院）一以贯之的坚守。无论是让“位”
于民，为群众着想的用心守护；还是全市
首张“零跑动”出生医学证明的开具；抑或
是巡回义诊进社区，急救技能培训进车
站、进学校、上高原……一件件看得见、摸
得着的民生实事均是重庆“红医人”在红
医便民、红医帮扶、红医博爱等系列行动
中的生动实践。

风好正是扬帆时，红岩红医启新程。
在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将继续牵好公立医院党的建设这个“牛鼻
子”，强化医疗质量，提升管理水平，促进
医防融合，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
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红医力量。

傅星辰
图片由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提供

医院五里店新院区（效果图）

构建“1246”党建工作体系 擦亮“红岩红医”党建品牌

百年红会，

红色传承。

今年以来，

重庆市红十字会

医院（江北区人

民医院）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坚

持党建统领，推

动医院各项工作

迈上高质量发展

之路。

近期，医院

被重庆市医院党

建工作指导委员

会评为重庆市党

建示范医院。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江北区人民医院开展“红医提质行动”，邀请北京知名专家赋能医院技术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