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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获得者潘阿锁：

12 月 1 日召开的 2020 年
度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上， 来
自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潘阿锁获得了科技进步

三等奖。 这位来自闵行区浦江
镇的 “上海工匠”， 自 2006 年
来到上海后， 已经在电梯行业
奋斗了十余年， 如今作为工匠
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 他收获
了荣誉满满。 然而， 作为一线
产业工人的代表， 至今也在电
梯维修保养一线工作的他清晰

地知道 ： 产业工人的发展之
路， 并非一帆风顺， 能够像自
己一样获得诸多荣誉， 需要的
是天时、 地利、 人和， 有个人
的际遇， 也要有适合的公司土
壤。

困局一：
上升通道有限

“技能升级”成本高

“我们技能型人才面临着
社会认可的问题。” 潘阿锁告
诉记者， 爱登堡在德国也有工
厂， 早些年他也曾去学习过 ，
关于技能人才， 德国的普遍看
法与国内有所不同 ， “在那

边， 高级技师的身价和地位和
高级工程师是一样的， 而在国
内， 高级工程师与高级技能人
才是两条路线， 社会认可、 收
入待遇也有较大差距。”

潘阿锁告诉记者， 电梯维
保职工可以走工程师与技师

（技能人才 ） 两条发展路线 ，
高级工程师需要本科学历， 这
对于大部分一线工人来说是很

高的门槛， 因此走这条路的并
不多。 而在技师这条路线上 ，
“时间” 是另一个门槛 。 “技
师等级现在由行业协会评价 ，
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和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潘阿锁解释， 由于电梯维
保是高危行业， 因此考初级就
已有门槛， 新职工入职 2-3 年
才能考初级， 而每个等级之间
4 年的间隔， “劝退” 了很多
一线职工。 “很多老师傅之前
不清楚相关政策， 虽然经验丰
富， 但等到知道的时候可能没
几年就退休了， 再去考高级技
师意义不大。 而对于年轻人来
说， 十几年漫长的等待消耗了
他们的耐心。” 对于刚入职以
及初级的从业者来说， 收入并
不高， 而与收入不成正比的 ，
是付出的努力。 潘阿锁坦言 ，
即使考上高级技师等级， 对收
入待遇的影响也有限， 高级技
师工资也仅仅比初级多 4000

元左右。

困局二：
创新成才路线门槛高

难以复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 、 闵行当代工匠 、 上海工
匠、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在潘阿锁的工作室里， 满满的
荣誉是对他和团队多年工作的

辛勤的认可。 但是， 潘阿锁对
自己取得的成绩有清楚的认

识， “这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
并不是我个人的天赋或者努力

就能够达到的， 在行业里更是
如此。”

“我们公司比较注重创新，
通过鼓励创新， 公司享受了成
果转化带来的效益， 也对企业
是一个正面宣传。 因此， 我们
很早就和工会合作， 开展发明
创造类的评比。” 潘阿锁还记
得 ， 自己 2016 年首次获得浦
江镇总工会科技英才奖项和闵

行区总工会科技英才奖项时的

激动心情， “那时候觉得镇里
的奖项已经很高了， 现在随着
工作室影响的扩大， 评选的层
次也越来越高， 这对于团队成
员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他认为， 通过创新成长成
才的道路始终有限 ， 一方面 ，
一线产业工人的发明创造更偏

实际应用 ， 能参与的评选有
限 ， “这次上海市科技进步
奖， 是专门给产业工人开了一
个口子， 设置了专门的组别 ，
如果和其他高校的研究同台竞

技， 我们在理论方面是没有优
势的。” 但他也认为 ， 来自一
线的发明创造， 有其在实践方
面的优势和意义———由团队研

发的双轿厢技术， 在国内尚属
首创， 解决了在层高不同的大
楼间使用双轿厢的难题， 一次
运输双倍客流， 减少乘客等待
时间， 节省建筑空间， 可节省
900 多万元引进费用， 已运用
于九江国际金融中心； 疫情期
间， 团队研发的声控电梯广泛
运用于医院等场景， 为医护人
员提供了安全保障……

困局三：
工作压力大

社会认可度不高

潘阿锁所在的电梯维修保

养行业 ， 在上海有 8000 多名
一线产业工人 ， 而与之相对
的， 是大量的行业缺口。 “目
前一个工人要负责维保的电梯

数量在 40-50 台， 包括每半个
月左右的巡检， 包括应急抢修
等， 其实工作非常饱和 。” 因
此， 一线维保人员承担着高强
度的工作压力。 “电梯抢修任

务是有 30 分钟必达的要求 ，
但是我们又不像救护车这样有

特权， 所以压力从出发时就开
始有了。”

另一方面， 抢修工作人员
的付出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

可。” 潘阿锁开玩笑表示 ， 每
次抢修完电梯后， 工作人员都
要 “逃走”， “因为被困的人
会认为电梯出了问题， 就要怪
维保人员， 但实际上整个行业
一线工作者压力都很大 ， 要
24 小时待命， 95%的人都有胃
病， 因为吃饭不规律。”

与社会认可度有关的另一

方面，就是未来的转型发展。潘
阿锁告诉记者， 电梯维保行业
本就流动性高， 对于年长的职
工来说，未来发展也有瓶颈，向
管理岗位等方向转型十分困

难，“大部分人还是单一提升技
能等级和经验， 但随着年龄的
增长，个人的体力等有所下降，
其实陷入了另一个困局。 ”

“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行业
整体的社会地位， 我在上海工
作了十几年，也拿过不少奖项，
也是最近才拿到上海市户口 ，
这一行很少有本地人做， 想要
留住外来的职工更加困难了。 ”
潘阿锁说， 一个行业产业工人
的提升， 不是靠个人或一家企
业的努力，需要个人、企业、行
业与政府部门多方协同。

组织“入格”，织密网络
南京东路街道总工会以党

建为引领，结合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的新要求，进一步优化三网格、
八片区工作体系，积极探索“一网
统管”应用场景，促进工会组织
体系与城区管理体系相融合。在
此基础上，加强“小三级”工会体系
建设，以做强区域性、行业性“小二
级”工会为重点，形成由 8个片区、3

家行业 、8 家区域小区工会组
成的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8+3+8”组织构架。

规范管理，增强动能
强化党建引领， 秉承红色

初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编印 《百年红
色工运·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
组织发展简史》 《基层工会工
作实务摘录》， 通过举办工会

干部培训班、 召开季度工会主
席例会等方式， 搭建工作交流
平台， 让基层干部有信仰、 有
思路、 有方法、 有成效地投入
工作， 不断增强基层组织自我服
务、 自我运转能力。 探索建立在
线 《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情况表》，
工会组织规范化运行要素一应俱

全， 做到实时更新 、 实时共
享； 运用 “色彩管理”， 对 “正
常运行” 以及 “不作为” “慢作

为” 的组织分色标记， 有助于及
时掌握基层情况并开展针对性指

导。 今年指导按期换届组织数达
45个， 激活运转达 15个。

赋能发展，凸显成效
近年来， 街道总工会积极

构建三级联动“赋能型”工会，
主动参与疫情防控、服务营商、
社区平安建设等中心工作 。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 将职工

服务和职工维权放在首要位

置， 将协调和谐劳动关系放在
重中之重，将工会法律服务、职
工维权、劳动技能竞赛、劳模工
匠选树等品牌工作有效落地 ，
找准时机开展疫情背景下的集

体协商……让工会成为保障职
工合法权益的稳压器、 维护和
谐劳动关系的调节器、 促进职
工素质提升的催化器、 推动企
业转型发展的助推器。 一系列
举措激发了辖区建会入会热

情， 今年， 新建 “小二级” 工
会 4 家、 单独企业工会 16 家，
新增联合覆盖企业 58 家 ； 吸
纳企业外入会职工达 62 名 ，
新 形 态 就 业 劳 动 者 入 会 达

1697 名 。 通过工会组织的覆
盖 、 服务的加强 、 效能的提
升， 为企业和职工的和谐发展
持续赋能。 ■李佳敏

南京东路街道总工会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实现三次跃升

从“阵地型”到“服务型”到“赋能型”

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新篇章。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和黄浦区总工会的指导下，南京东
路街道总工会牢记使命担当，积极奋发有为，推动组织覆盖，创新服务载体，服务工作
大局，出色地完成了 2021 年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非公企业工会改革从“阵地型”到
“服务型”再到“赋能型”的新提升。今天起，劳动报将推出“践行使命守初心，赓续奋斗

铸新篇”系列报道，对南京东路街道总工会 2021 年工作亮点进行回顾总结。
在所有的重点任务中，不得不提的便是新一轮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工作。在跨越到改革 3.0 进程中，南京东路街道总工会积极探索

“赋能型”工会建设，按照市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建设激发基层活力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了点（楼宇）、线（行
业）、面（小区）组织架构运行，以点带面激发基层活力，推动工作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破解一线工人发展困局需多方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