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DOI: https://doi.org/教育与传统文化·第 01卷·第 06 期·2024 年 11 月 10.12349/edtc.v1i6.5175

University “worker small home” high-quality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Take the division of 
labor meeting of the School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of Zhong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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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ff small home”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grass-roots trade union to serve the staff, but also the key position for the school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aff.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Tak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of Zhong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worker family” i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aim is to create a “small family” that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staff for a better life, but also promote its all-round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happiness and 
gain of the staff, and then stimulate them to invest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with greater enthusiasm and energy,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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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职工小家”高质量内涵建设的实践探索——以中原
工学院智能建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分工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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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工小家”是高校基层工会服务教职工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调动教职工积极性的关键阵地。然而，其建设过程中仍存
在诸多问题。本文以中原工学院智能建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分工会为例，深入探讨了在“以人为本”理念下，“职工小家”
在组织建设、服务创新和文化培育等方面的实践路径。通过优化建设，旨在打造一个既能满足教职工美好生活需求，又能
促进其全面发展的“职工小家”，增强教职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进而激发他们以更大的热情和能量投入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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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工会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和

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

“要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改革和建设，有

效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2]。从“充分发挥”到“有效发挥”，

这一转变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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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这为新时代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既要把握政治方向，

又要聚焦主责主业。

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教职工群体呈现

年轻化、高知化、需求多元化特征。在此背景下，“职工小家”

建设成为高校加强基层工会建设、有效发挥基层工会作用的

重要平台，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

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

2 “职工小家”高质量内涵建设的理论基础

（1）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

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3]。“职工小家”建设应从满足教职工

的基本需求出发，逐步提升到更高层次的需求。

（2）组织行为学理论：良好的组织文化和工作环境能

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 [4]。“职工小家”建设通

过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增强教职工的组织认同感。

3 “职工小家”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定位 

3.1 内涵解析  
职工小家是以院系 / 部门为单位，集思想引领、权益维

护、文化培育、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基层工会组织形态，具有

“微型化、精准化、常态化”特征。

3.2 功能定位  
（1）教职工的“精神家园”：思想教育阵地与情感交

流平台。（2）权益维护的“服务窗口”：诉求表达与矛盾

化解渠道。（3）职业发展的“成长空间”：能力提升与创

新实践基地。（4）校园文化的“培育土壤”：文化传承与

价值认同载体。 

4 “职工小家”高质量内涵建设存在的问题
分析

“职工小家”作为高校二级学院开展工会工作的重要

平台，是普通教职工发挥民主权利、充实自我、提升自我、

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其内涵建设成为破解新时期工会

工作难题的关键抓手。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高校“职工小家”建设虽然在硬

件设施、活动组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

“职工小家”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

（1）形式化倾向：学校 / 学院层面重视程度不够，经

费和场地有限，部分 “职工小家” 仅满足于挂牌成立，缺

乏实质性活动与制度保障，存在 “建家不建心”现象；

（2）工会工作缺乏创新性，活动形式单一，未能结合

教职工职业发展需求与时代特点，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强；

（3）未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 工会”优势，部分工会

组织的服务仍停留在传统模式；

（4）部分“职工小家”在建设理念上与教职工需求脱节，

未能充分考虑教职工的实际需求，导致建设内容与教职工期

望存在差距。

5 “职工小家”高质量内涵建设的实践探索

针对上述问题，中原工学院智能建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分

工会以 “政治引领、服务为本、创新驱动”为原则，“以人

为本”为理念，探索出一套 “三位一体” 的高质量内涵建设

路径，即强化政治功能、创新活动载体、优化服务机制，为

高校基层分工会“职工小家”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5.1 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
（1）构建 “党建带工建”协同机制

将“职工小家”建设纳入学院党委工作要点，通过“理

论联学、活动联办、阵地联用”的“三联工作法”，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2）创新理论学习形式

积极探索并采用“微党课 + 业务研讨”模式，以“微党课”

形式传达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精神实质，确保教职工能够快

速理解和掌握核心要点。依托“职工小家”平台组织跨学科

交流活动，引导教职工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5.2 创新建家模式，激活组织活力
（1）精准打造“多维服务平台”

运动休闲平台：“职工小家”作为教职工运动放松的

基地，时常对外开放，保持干净、整洁、规范的环境，在凝

聚人心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采用“7S 精益化管理”模式，

进行“职工小家”环境优化。

“7S 精益化管理”（简称“7S”）包括：整理（seiri）、

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安全（security）、

节约（saving）和素养（shitsuke）[5]。“职工小家”以“温馨、

适用”为主题，根据“7S”管理内涵 - 整理、整顿，将工会

小家，进行功能划分：休闲区、活动区，荣誉展示区、教工

图书角、教工风采区、美食制作区、物品存放区等 7 个区域。

为方便教职工随时可以使用“职工小家”，采用指纹

锁管理模式。由于“职工小家”接待人员众多，运动器材、

餐具等借出、摆放、使用是“职工小家”管理人员最为头疼

的问题，采用“7S 精益化管理”进行目视化管理，可以提

醒使用完的教职工归还时按类摆放，解决物品堆放问题。

职业发展平台：致力于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规划，建立“青

蓝梯队营”为青年教师配备经验丰富的导师，实行导师负责

制。通过一对一的指导与帮扶，助力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

和职业规划等方面快速成长。导师们不仅传授教学技巧和科

研方法，还分享职业发展经验，帮助青年教师更好地适应高

校工作环境，提升综合能力。

举办各类教学竞赛，为教职工提供展示教学风采的舞

台，通过竞赛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促进教学方法的创新与

改进。同时，定期组织科研经验分享会，邀请校内外科研成

果突出的专家学者分享科研心得和项目申报经验，帮助教职

工拓宽科研视野，提升科研能力。

文化培育平台：打造“书香小家”文化生态，成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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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会”与“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两大载体。读书会下设文

学鉴赏、哲学思辨、教育创新三个研习分社，每月举办“主

题研讨 + 专家讲座”活动，配套建立“教职工读书积分制”，

年度积分前 30% 可获赠专业书籍。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以

教学技能传承、技术创新攻关等工作为己任，通过组织教学

研讨、示范教学、师徒结对等活动，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传授给青年教师，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在技术创新攻关方

面，工作室聚焦学科前沿和实际应用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创

新性研究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已孵化出 10 项省级

教学成果奖，20 余项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目。

权益保障平台：设立“分工会接待日”，每周二下午

安排工会干部值班，面对面倾听教职工的心声，及时掌握他

们的需求与困难，并将其诉求反映至学院和学校。同时，不

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和急救知识讲座，邀请专业心理咨询

师和急救专家，为教职工提供心理健康知识培训、咨询服务

以及急救技能培训，助力教职工缓解工作压力，提升心理调

适与应急处置能力。通过这些贴心服务，确保教职工的“心

声”得到积极回应，以“零距离、心贴心”的方式切实解决

实际困难，让关怀更贴近、服务更贴心，增强教职工的归属

感与幸福感。

（2）人工智能赋能 “职工小家”建设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引入虚

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以下简称 VR）技术，着力创建“VR+

工会”资源库（VR 党建、VR 运动），教职工带上 VR 头盔，

在“职工小家”方寸之间，身临其境进行党建学习、进行不

同的竞技项目体验，全力打造开放、互动的工会活动新场所，

开启 VR 技术引领工会工作新模式，丰富教职工文化生活，

增强工会工作的生机活力。

5.3 提升服务效能，彰显育人价值
（1）精准对接教职工需求

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式，梳理教职工在职业

发展、子女教育、健康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定制 “服务清

单”。例如，创建“爱心母婴室”，为女教职工提供一个温

馨、私密的空间，帮助她们在上班期间妥善应对生理卫生和

哺乳等需求。母婴室不仅是解决临时困难的场所，更是交流、

学习和放松的港湾，为婴幼儿的照护提供了便利，有效解决

了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此外，通过实施“7S”管理模式，

确保母婴室环境舒适整洁，为妈妈和宝宝营造一个安全、卫

生、温馨的环境。

（2）深化 “三全育人” 融合

将 “职工小家” 建设与课程思政、实践育人相结合，

创新“三全育人”实践载体，构建“职工小家 + 课程思政 +

实践育人”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组织教职工参与确山县“乡

村振兴”社会实践项目，不仅为教职工提供了服务社会、践

行教育初心的平台，也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学习的机会。在此

过程中，教职工可以将专业知识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相结

合，开展教学技能传承、技术创新攻关等工作，同时引导

学生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这种结合方

式，不仅丰富了“职工小家”的内涵，也提升了教职工和学

生的综合素质，为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此

次活动受到了国家级与省级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3）创新性开展“向阳花开”- 女工微课堂活动

为提升女教职工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利用工作日大课

间及中午休息时间，创新性开展“向阳花开 - 女工微课堂”。

这一微课堂犹如一座知识与力量的宝库，从心理辅导、职场

礼仪、技艺培训到锻炼身体等多方面为女教工们精心打造了

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凝聚起强大的“她”力量。一系列特

色课堂活动的开展，从多个维度为女教职工们提供了成长与

发展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女教职工们不断学习、不断进

步，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与心灵的成长。她们将所学知识

与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与生活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同时也以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

6 结论

中原工学院智能建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分工会坚持“以

人为本、需求导向、创新发展”原则，通过内涵建设实现三

个转变：从物理空间建设向服务生态构建转变，从福利供给

向价值创造转变，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实现了“职

工小家”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变。

在实践成果方面，学院分工会已连续 5 年荣获全校分

工会年度考核第 1 名，2022 年、2023 年，分别获得河南省

教科文卫体系统、河南省总工会“爱心母婴室”称号，2023年，

荣获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模范“职工小家”称号，实践表明，

高质量的“职工小家”建设不仅能显著增强教职工的归属感、

凝聚力和创造力，更为学校迈向更名大学的征程提供了坚实

且可持续的人才保障。。

未来，“职工小家”建设应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积

极探索跨校资源共享、虚拟职工小家等新型建设模式，加强

资源整合，扩大示范效应，从而推动高校基层分工会工作迈

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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