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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市总工会和团市委联合举办的“青春聚力五张牌 共

绘晋中新未来”晋中市机关青年职工技能大赛圆满落幕。

自3月大赛号角吹响，来自我市 11个县（区、市）的青年才俊齐聚一

堂，在调研报告写作的“笔尖论剑”、成长成才项目案例的“智慧交锋”、机

关文化短视频创作的“创意比拼”三大赛场上，以昂扬激情、奋斗姿态、坚韧意志与务实作风，尽情挥洒青春汗水。

最终，18名选手凭借真才实学与卓越风采，从激烈竞争中突出重围，斩获各赛项一、二、三等奖。这场大赛不仅是技能的

较量，更是晋中青年响应党的号召、锚定“156”战略举措的生动实践。

本期，本报特别选取了6个获奖作品，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在晋中市机关青年职工技能大赛中，灵石县翠峰镇人

民政府党建办科员宋文博，以《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地方经

济转型的调研报告——以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为例》，荣

获青年职工调研报告写作评比竞赛一等奖。这份立足基

层实际的调研报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担

当和专业素养。

“经济转型是必然选择，但如何实现平稳过渡是关

键。”谈及调研初衷，宋文博表示，他通过对比其他区域的

转型经验，选择从“模块化”的角度去寻找翠峰镇经济转型

的策略，探索出一条既保持转型力度又兼顾社会稳定的新

路径。

通过深入调研，宋文博发现翠峰镇面临的主要问题在

于人口问题和产业承接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结构性

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问题突出，导致适龄劳动力外流。同

时，老龄化加剧也会影响区域发展潜力。”宋文博表示，针

对这些问题，他从翠峰镇“新区做加法，老区做减法”的发

展思路和市委“156”战略举措中找到了答案，即细化区域

分工和调整产业结构，在新兴产业的孵化期内，适当引入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传统行业从业人员提供过渡性就业岗

位，实现平稳转型。

在调研过程中，宋文博坦言最大的困难是将宏观构想

转化为具体方案。“构建大方向容易，难的是落实细节。”为

此，他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并向有经验的领导请教基层工

作方法，最终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谈及参赛感受，宋文博说：“这次比赛为青年职工提供

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我在比赛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优秀的选

手，他们的创新思路和专业见解让我受益匪浅。”他认为，

青年职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一些新的技术和思路进行

推广和普及，通过提高基层办公能力为“五张牌”的打造夯

实基础。 （李娟）

在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时代浪

潮中，总有一群人以无畏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成为推动

产教融合、校地协同发展的中流砥柱。在今年举办的晋中

市机关青年职工技能大赛中，晋中职业技术学院能源工程

系教学科科长崔健凭借《晋中市高职院校落实“三个对接”

服务市域经济发展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以晋中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这一调研报告，斩获青年职工调研报告写

作评比竞赛二等奖。这份荣誉的背后，是他多年来在职业

教育领域的深耕与探索。

在学院教务处担任科员期间，崔健深度参与省级优质

校、省级“双高计划”的申报与建设工作。这段经历让他深

刻认识到，产教融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办学模式，更

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市和大学是互融共生的发展共同体。近年来，我市

紧扣市校协同，打破物理空间壁垒，强化人文互动交流，大

力推进城校融合，推动各高校向社会敞开大门，校内博物

馆、美术馆、体育馆、艺术馆等综合性场馆及公共基础设施

与市民共用共享。该举措走在了全国前列，实现服务公众

良性双互动、市校协同破围再聚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崔健与同事们积极投身职业教育专

业与区域产业对接情况的课题研究。为确保研究深入透

彻、成果切实有效，崔健团队对晋中职业技术学院落实“三

个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服务晋中市域经济发展

现状展开全面调研。

“本次大赛不仅是技能的比拼，更是与晋中各界青年

才俊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宝贵契机。”崔健说，期待更多

有志青年能与他们一起探讨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的新模

式、新路径，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张凯鹏）

用短视频的笔触丈量民情，是梁泽钰的

独特之处。在晋中市机关青年职工技能大

赛中的青年职工成长成才项目案例评比竞

赛中，来自左权县桐峪镇桐滩村的村委会

主任助理梁泽钰，凭借项目案例《在离群众

最近的地方，绽放青春最美的模样》荣获一

等奖。

在案例中，梁泽钰选取“桐峪手工空心月

饼”作为短视频创作主题，深入一线开展采

访、拍摄与记录工作。她常说：“只有扎根群

众，才能找准需求、办好实事。”

该短视频上线后成效显著，短短几天浏

览量便突破 8 万，连续 15 天稳居热搜榜前

十，更是跻身太原、晋中热搜榜前五。这一

成果直接带动了月饼日销售量达80多斤，成

功实现了村内农产品线上销售从无到有的

突破。

这种创新的做法，也为村民们开辟了更

全面的商业思路和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如

今，依托网上销售月饼形成的客户群体，村民

还开设了视频号，在线上销售土特产品，用一

块小屏幕打开了乡村振兴大市场。

她是拍摄、记录的“参与者”，也是“搭

台共建”的领办人。在基层工作以来，梁泽

钰创建了“桐你峪见”视频抖音号，以临参

会旧址等核心景区为纽带，既讲述这片热

土上激荡人心的红色往事，也展现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目前已发布视频 35

个，累计浏览量突破30万。

梁泽钰表示：“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意义

非凡，我深刻体会到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用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用行动去

回应他们的需求，就一定能做出有意义的事

情。我将继续扎根基层，用更多有温度、有

深度的短视频作品，记录乡村的点滴变化，

传递群众的心声与期盼。”

（王爱媛）

当数字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基层消防救

援队伍如何插上“智慧翅膀”？寿阳县曹河路

消防救援站指挥员张桂云与战友们一道，用

多年实践给出答案：以数字技术重构救援体

系，用青春热血筑牢安全防线。这位“90后”

消防指挥员，在灭火战斗与抢险救援中淬炼

成长，4月23日，以数字化创新案例斩获晋中

市机关青年职工技能大赛二等奖，展示了新

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的青春风采。

2021年，张桂云研究生毕业后本有机会

留校任教，一次看到消防救援的宣传片，消防

员逆火而行的身影点燃了他心中的热血，他

毅然通过国考加入消防队伍，成为寿阳县曹

河路消防救援站指挥员。入队以来，他带队

参与灭火战斗和抢险救援行动100余起，营救

被困群众 20 余人，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 200

余万元。

4月，收到参加我市机关青年职工技能大

赛的通知后，张桂云积极准备，反复改稿，最

终带着《科学·精准·高效：数字赋能驱动基层

消防救援队伍现代化转型新实践》案例参加

了比赛，他以寿阳县曹河路消防救援站的数

字化实践为蓝本，揭开了“智慧消防”的三大

突破：建立数字化消防预案，从“经验主义”到

“数据决策”；引进AI考训平台，从“百人一面”

到“一人一策”；将寿阳县市政消火栓、消防水

鹤和天然水源转化为“数字罗盘”，从“盲目寻

水”到“精准供给”。在“智慧消防”助力下，消

防指战员体技能不断提升，火场决策和供水

线路更加科学、精准、高效。

张桂云说：“本次技能大赛为全市青年

职工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比赛，让

我看到了各行各业青年人才的青春风采，拓

宽了视野，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我将继续努

力，以‘青春之我’筑牢‘安全之盾’，让‘数智

强消’成为守护晋中大地的硬核力量！”

（闫淑娟）

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里，每一

座城市都是跃动的音符，奏响着

发展与进步的华彩乐章。来自寿

阳县融媒体中心的编辑许宇宁，

以《根 系 寿 阳 热 土 融 通 时 代 脉

搏》为题的创意短视频，荣获机关

文化短视频青年职工创作竞赛一

等奖。该作品以记者为主角，用

鲜活画面勾勒出寿阳蓬勃发展的

壮丽图景，彰显了新时代新闻工

作者的使命担当。

谈及创作初心，许宇宁表示，她

精心设计了乡村振兴、科技转型、文

化传承三条叙事脉络，以此赋予城

市报道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时

代锐度，让观众在欣赏新闻作品的

同时，能真切感受到寿阳独特的文

化魅力与奋进的时代精神。

在作品呈现中，许宇宁巧妙运

用“三区一基地”“智能煤机”“文旅

名片”等发展坐标，将寿阳城市发展

抽象的轨迹转化为一个个可感知、

可触摸的生动故事。记者们深入基

层一线，与百姓围坐拉家常、畅谈发

展愿景，将最真实的声音、最鲜活的

场景呈现在镜头前。

在视频创作手法上，许宇宁大

胆创新，融合网络语态与传统新闻

叙事方式，采用年轻化表达方法，

成功拉近了新闻与观众之间的距

离，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

受到新闻的温度与力量。

新闻工作者用笔记录城市发展

的点滴，以文字传递时代的最强音；

用镜头捕捉城市变迁的瞬间，用画

面展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

谈及此次获奖，许宇宁感慨万千：

“这次比赛让我收获颇丰，不仅是对

我创作能力的认可，更让我看到同

行们对记录城市发展的热忱与执

着。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寿阳热土，

用更多优质作品传递寿阳声音，为

城市发展贡献新闻人的力量。”

（武玲芳）

在“机关文化短视频青年职工

创作竞赛”单元，榆次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孟纬创作的《怡然见晋中“榆”

见好青年》凭借独特的创意构思、精

妙的拍摄手法与真挚的情感表达，

从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

二等奖。

该短视频以“青春”为核心主

题，通过“操场奔跑”“合唱团排练”

“运动竞技”“职场协作”“职业担当”

等场景，勾勒出榆次青年在城市建

设中的多元角色。视频开篇以操场

奔跑的动态镜头点燃激情，红旗下

青年挥舞旗帜的场景与校园建筑形

成视觉冲击，象征青春与时代的同

频共振；随后镜头转入室内合唱团，

捕捉合唱者们整齐划一的动作，配

合朝气蓬勃的文案，传递出集体向

上的力量。

“我们尝试用更具网感的镜头

语言讲述青年故事。”孟纬表示，作

品通过多场景叙事，展现青年既能

在赛场挥洒汗水，亦能在岗位默默

耕耘的立体形象。例如，消防员奔

赴火场的快速行动、警察执勤时的

挺拔身姿，均与“热血有光”的文案

相呼应，强化职业使命感，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

此外，文案设计亦独具匠心，选

用“朝气蓬勃”“乐观自信”“热血有

光”等关键词，以大号字体呈现于画

面中，既强化视觉记忆点，又与场景

内容形成情感呼应。

谈及创作初心，孟纬表示：“晋

中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青年群

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我

们希望通过短视频这一载体，让更

多人看到广大青年在我市高质量发

展中的奋斗姿态。”

“获奖是鼓励，更是责任。”孟纬

坦言，未来将继续扎根晋中大地，用

镜头记录城市变迁，以青年视角传

递时代强音。 （张颖）

策划：路丽华

统筹：武玲芳

图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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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宇宁 扎根基层 创新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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