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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日前，青海省总工会
组织两批省（部）级劳模、一线优秀职工赴海
南省三亚市疗休养，开启青海省总工会2025
年劳模（职工）疗休养活动。

据介绍，此次两批劳模（职工）疗休养活
动精心设计“三维赋能”体系。红色教育维
度，组织劳模（职工）聆听专题党课，参观革命
史馆，通过革命历史教育筑牢信仰之基；生态
体验维度，安排热带雨林探秘、西岛渔村走

访、南山文化旅游区考察等活动，让劳模（职
工）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见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健康赋能维度，
开设健康知识讲座、开展游泳训练等特色项
目，助力劳模（职工）身心健康发展。

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开展劳模和艰苦地区、艰
苦行业一线优秀职工疗休养活动，通过疗休养活
动把劳模精神转化为广大职工创新创造的实际
行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勇当排头兵，助

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
今年，青海省总工会疗休养活动注重聚

焦职工需求，在名额分配、疗休养资源配置上
深化创新，确保精准施策，特别关注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并量身定制疗休养方案。同
时，加大监督与管理力度，在活动开展中做到
行前对疗休养的纪律、要求和注意事项有强
调，全过程纪检和组织部门有督导，确保疗休
养活动规范、公正、廉洁。

本报讯（记者 刘瑜）“每年找工作的最好
时机是什么时候？如何为自己作职业生涯规
划？怎么让自己的简历脱颖而出？”……培训
现场，专业导师讲得深入浅出、金句频出，台
下 200 余名青海大学学生坐姿端正，眼神中
满是求知渴望，时而低头认真记录，时而举起
手机拍摄课件，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

近日，由青海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西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北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城北区活力YOUNG谷、北京华普亿
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青海大学职业
规划与就业指导培训在青海大学顺利开展。此
次培训构建起“政府搭台、校企联动、资源共享”
的协同育人机制，三方优势互补——政府提供
政策与资源，高校发挥人才培养优势，企业注入
市场经验。特邀北京华普亿方科技集团资深职
业指导专家，围绕国家就业战略与地方发展需
求，打造“政策解读—职业规划—求职技巧”三

位一体培训体系，以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方式，为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充电蓄能”。

培训全程立足就业市场实战需求，采用
“理论讲解+案例剖析+情景模拟”的立体化
教学模式。导师结合当下就业新趋势，从职
业规划、简历制作到面试应对，毫无保留地传
授全流程求职秘籍。特别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等沉浸式训练环节，让学生仿佛置身真实求
职战场，快速掌握面试技巧。培训内容兼具
方法论指导与实用工具，真正做到让学生学
有所获、学以致用。

培训现场，农林系大三学生周秋叶分享
道：“这次培训简直是及时雨！以前对未来职
业规划一团迷雾，听完老师结合行业案例的
分析，我不仅明确了就业方向，还学会了评估
自身优劣势，对接下来的实习和求职更有信
心了！”土水系大三学生屈明轩也感慨颇深：

“老师手把手纠正我们在团队协作、观点表达

中的问题，现在我对面试不再恐惧，反而充满
期待，希望把学到的技巧尽快用在求职中！”

“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深耕者，我们始终
关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痛点。此次与政校携
手开展培训，是我们将市场前沿就业需求与
高校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我们将
持续发挥企业在职业指导、资源整合方面的
优势，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匹配学生需求，开
发更多定制化就业服务产品，助力更多学子
走好职业生涯‘第一步’，为区域人才发展生
态建设贡献企业力量。”北京华普亿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培训以“理论指导+实战演练+个性
诊断”的三维模式，精准对接学生发展需求，
通过高频互动与一对一指导，破解学生职业
发展难题。作为政校企协同推进就业工作的
创新尝试，此次活动为构建高效就业服务体
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真的太感谢
了，这救助金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
炭！”近日，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今年以
来，我市已为65名“两癌”患病妇女发放
65万元“两癌”救助金。

市妇联在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患病
妇女发放慰问金及慰问物资时，深入生
活困难妇女家庭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
鼓励她们乐观面对生活，坚定战胜病魔
的信心与勇气。为给予“两癌”患病妇
女更全面、更贴心的关怀，市妇联积极
探索创新帮扶模式，推出“物质帮扶+心
理干预”双轨救助机制。依托西宁市

“夏都宣姐”专业团队资源优势，邀请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夏都宣姐”冶靖，
精心设计了“共筑心灵爱巢·笑对‘癌’
时光”团体重建生命心理疗愈实践课
程，通过深入浅出的专业知识讲解、沉
浸式的实践体验环节，深入剖析患病妇
女心理状态，精准定位并化解她们的内
心困扰与精神压力，引导她们以更加积
极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

为进一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关
怀帮扶力度，切实解决“两癌”（乳腺癌
和宫颈癌）患病妇女的实际困难，近
期，西宁市市、县（区）两级妇联坚持

“申报一批、审核一批、救助一批”的原
则，按照“每人一次性救助1万元”的标
准，现已为全市 65 名患病妇女发放救
助金共计65万元。

省总工会启动2025年劳模（职工）疗休养活动

求职“通关秘籍”进校园！这场培训含金量拉满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西宁市世纪
职业技术学校将以“德育铸魂、智育启
思、体育强身、美育润心、劳育笃行”为
目标，通过组织职业教育特色日、“强
基 提质 培优”学校内涵建设发展三年
规划启动仪式、志愿服务+劳动实践、
青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竞赛、

产教融合体验、获奖学生技能表演+
劳模工匠进校园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向社会全面展示学校在专业建设、
教学成果、育人水平等方面的成果，增
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与参与
度，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激发广大师
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活力，营造尊重

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在 AI 重构的时代，职业技能是

通向未来的密码。”西宁市世纪职业技
术学校负责人表示，职业教育将在时
代浪潮中打造坚固的“破浪之舟”，为
高原振兴与民族复兴培育更多“大国
工匠”。 （实习记者 王静怡）

全市发放65万元
“两癌”救助金

点亮职教与非遗传承融合之光
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2025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

5月12日，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2025年
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创新创业大楼演播厅
启幕。本次活动以“匠心筑梦青春路”为主题，紧
扣“五育并举赋能·高原非遗铸魂”主线，通过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全面展示
青海职业教育丰硕成果，助力技能人才培养与文
化自信建设。来自省内外的职业教育院校师生代
表、非遗传承人、企业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
证这一精彩时刻。

5 月 12 日下午 3 时，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活动现场，一个个文艺表演精彩纷呈。西宁市艺术实验
中学的舞蹈《春耕》以灵动舞姿再现高原劳动之美；情景剧《茶
马古道》《河湟花棍》通过沉浸式演出，再现高原文化的厚重历
史；歌伴舞《技能之光》则以激昂旋律唱响职业教育未来。全
国优秀教师代表、西宁市劳动模范代表张璐璐结合自身成长
与工作经历，勉励同学们树立正确职业观，以勤奋为舟、以技
能为桨，在职业教育的广阔天地追逐梦想。

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副书记、校长祁维祥在
致辞中表示，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
重要支柱，在培育复合型人才、传承精湛技艺、服务就业创业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始终以“德技并修”为
育人理念，通过非遗传承与五育融合，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
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他强调，职业教育不仅是技能
传授的摇篮，更是文化自信的根基。随后，与会领导共同点
亮“职业教育活动周”灯柱，象征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的融合
之光正式启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成为本场活
动的最大亮点。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
学校联合省内外非遗大师打造的“非
遗传习基地”正式揭牌，并聘请常天平
（泥塑）、魏亚琼（掐丝珐琅）、柳晴雯
（湟中堆绣）等11位国家级、省级非遗
传承人为导师。省级非遗传承人杨韶
鹏在发言中表示，非遗不仅是技艺，更
是民族的根与魂。非遗传承人将倾囊

相授，为培养非遗新生力量不遗余
力。希望青年一代在传承中创新，让
高原文化走向世界。康养行业企业代
表张鸿雁女士在发言中表示，深化校
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是培育
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必由之路，企业将
全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为学生成长
成才提供广阔空间。

在校园内的各个角落还布设了

不同专业的特色展位。其中，“非遗
STEM 创客工坊”将青绣纹样数字化
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展现科技
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成果；“职普融
通体验区”打破职校与普高壁垒，邀
请中小学生共同参与技能挑战；“校
企合作非遗市集”则通过学生自制文
创产品义卖，推动产教融合与社会公
益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