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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3月4日讯（记
者 杨柳青） 1 日，巴州文联、巴
州作家协会在库尔勒举办“灵蛇
报春花·笔耕润巴州”文友年
会。众多作家、文友齐聚一堂，
共襄文学盛举。

过去一年，巴州作协文学创
作成果丰硕，作家们以笔为剑，创
作了诸多优秀作品，丰富了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年会上，对
优秀会员和“最美”会员进行了
表彰，巴州作协会员和本土歌手
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巴州文联副主席刘学强表
示，过去的一年，巴州作家协会
在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众多
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
出许多有深度、有温度的作品，
为巴州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作家们
继续秉持初心，不断挖掘巴州本
土文化内涵，创作出更多反映时
代精神的佳作。

此次文友年会的举办，为
巴州作家和文友们提供了学习
交流平台，加强了彼此间的联
系与沟通。“巴州作协将继续搭
建好交流平台，鼓励作家们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同时，积极
组织各类文学活动，深入基层，
贴近群众，激发创作灵感，让巴
州文学事业在这片充满活力的
土地上枝繁叶茂，绽放更加绚
烂的光彩。”巴州作家协会主席
李佩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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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精神可敬，驴友出行须多一些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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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3月4日讯（记者 陈
新） 近日，新疆泓润源水利水电勘察
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润源）
会议室内，一场聚焦“能级工资”的集
体协商会引发关注。经过职工代表与
企业方多轮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协
议：自 2025年 3月起，初级、中级、高级
职称员工月薪将分别上调 500元、1000
元、1500 元。至此，该公司技术等级
与薪酬深度绑定的“能级工资”机制
在全州首次实现制度化破冰。

协商会伊始，职工方首席代表陈
虹以近三年消费数据为据，提出初级、
中级、高级职称员工月薪分别提高
800 元、1500 元、2000 元的诉求，强调

“技能价值应在薪酬中刚性体现”。
企业方财务总监徐静坦言经营压力，
列举项目回款周期延长、现金流紧张
等现实困难，建议涨幅控制在 300 元、
700元、1000元。

双方在数据交锋中展开拉锯，现
场气氛一度胶着。

转折出现在协商中期。职工方张
深圳援引行业调研数据称，水利领域
技术人才薪资每提升 10%，企业项目
交付效率可增长 12%；企业方随即抛
出“基础涨幅+利润挂钩”的弹性方
案，提议将 30%的薪资增幅与年度项
目收益动态关联。这一创新思路推
动对话转向共赢轨道，经过 30 分钟磋
商，双方敲定“能级工资提高底薪”机
制：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员工分别获

得500元、1000元和1500元固定加薪。
集体协商会结束后，泓润源在公

司内部发布公告，确定自 3 月 1 日起
执行新工资标准，初级、中级、高级职
称 员 工 分 别 获 得 500 元 、1000 元 和
1500 元固定加薪，该措施覆盖公司
100%的技术岗位员工。

“协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为技能
价值寻找量化标尺。”巴州总工会集体
协商指导员董辉说，此次协议不仅明
确职称等级与薪酬的对应关系，更将
专利成果、继续教育纳入“能级工资”
核算体系，标志着巴州技术工人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将“能级工资”正式引入
薪酬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协商会产生
的涟漪效应正在扩散。职工代表刘芳
算了一笔账：“中级职称月薪涨 1000
元，每年工资增加 12000 元，加上其他
绩效项目奖励，年收入增幅可达 10%
以上。”

企业方代表王晶透露，制度公布
后，企业内部高级职称申报人数增
加。“薪酬改革让技术人才看得见‘天
花板’，更摸得着‘登云梯’”。

巴州总工会副主席马娉表示，此次
协商为破解“企业留人难”与“职工涨薪
难”提供了样本。当“技高者多得”从
口号变为制度，人才与企业才能真正结
成发展共同体。随着更多企业加入“能
级工资”协商行列，这幅“以薪促技、以
技兴企”的共赢图景正加速绘就。

在新疆泓润源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的工资集体协商会上，一个以

“能级工资”为核心的薪酬改革方案，将
技术工人的职称等级、专利成果与薪酬
体系深度绑定，标志着巴州“能级工资”
概念首次实现技能价值量化与制度保障
的有机统一。

巴州此次工资集体协商的突破性在
于，不仅将职称等级纳入薪酬框架，更将
人才提升、继续教育等要素整合为“能级
工资”立体标尺。这与全国政协总工会
界别座谈会提出的“创新技能导向激励
机制”高度契合。

当前，巴州总工会提出各县市要培育
2-3个协商示范企业，总结推广“能级工
资协商”“职工技术创新奖励协商”等案
例，形成“一县一特色”经验，带动整体工
作提质增效的目标任务。2025年巴州首
例“能级工资”案例——新疆泓润源水利
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工资集体协
商会议，或将成为区域性改革的催化剂。
当“技高者多得”从工资集体协商的个案
探索变为制度常态，技术工人的职业尊严
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将真正实现同频共
振——这既是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的必
答题，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优解。

“能级工资”破冰背后的
“技酬共生”逻辑

记者观察

“技高者多得”破解“职工涨薪难”

□本报记者 苗向光

2 月 3 日，和静县委接新疆应急管
理厅指挥中心通知：6 名登山爱好者结
伴徒步从呼图壁县出发穿越狼塔 C
线，途中一名女子因脚部崴伤无法行
走。事发区域河源峰海拔 5290 米，积
雪深达1米，山路崎岖难行，气候恶劣，
且无通讯信号，救援难度极大。接到救
援任务后，和静县委快速行动，第一时
间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全速赶赴事发
地点，展开生命大救援。在当地牧民
的大力帮助下，救援队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成功救援了 6 名登山爱好者。（内
容详见《巴音郭楞日报》2025 年 2 月 12
日第 2 版《和静县党群合力救援遇险
登山爱好者》）

此次救援行动展现了以人为本的救
援理念，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淋
漓尽致地展现了政府救援力量的英勇与
担当，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救援精神的伟
大，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驴友出行行为
的深刻反思。

近年来，因驴友违规穿越、擅自进入
未开发区域而引发的救援事件屡见不
鲜。驴友被困事件屡屡发生，其中不乏
一些本可避免的情况。部分驴友过度高
估自己的能力，对路线的难度和风险评
估不足，缺乏必要的装备和知识就贸然
前往高难度区域。还有些驴友忽视相关
规定，闯入未开发、严禁进入的区域，从
而增加了被困和发生意外的概率。这些
行为不仅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还耗费
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每一次救援行动，不仅需要投入众
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是对应急救

援力量的巨大考验。因此，驴友在追求
自由与探险的同时，也应多一些理性思
考，充分考虑出行时间、风险评估、自身
准备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影响。

理性出行，就是驴友需要提前了解
目的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潜在
风险。对于未开发或高风险区域，应谨
慎前往。驴友在出行前，必须充分考虑
出行时间与可能遇到的风险。以此次狼
塔C线事件为例，登山爱好者选择在积
雪深厚、气候恶劣的季节出行，无疑增加
了风险。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救援事件中
也多次出现，许多驴友因未充分评估天
气、地形等自然因素，最终陷入困境。

理性出行，就是在出行前要做好应
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这不仅包括必要的
物资准备，如食品、水、急救用品等，还包
括对自身能力的准确评估。此外，驴友
还应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求生技
能。例如，如何在野外辨别方向、如何
处理受伤部位等。这些技能不仅能帮助
他们在遇到危险时自救，也能减少对救
援力量的依赖。

驴友们热爱自然、勇于探索的精神
值得肯定，但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
上。只有真正做足准备，理性出发，才能
在享受大自然美好的同时，保障自身安
全，减少不必要的救援行动。

救援精神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它彰
显了人性的善良与坚韧。但我们更希望
看到驴友们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冲动，以
科学、谨慎的态度对待户外运动，让探索
之旅成为一段安全且美好的回忆。如
此，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让救
援力量更多地用于应对真正无法预见的
灾难，发挥更大的价值。

巴州一企业首次将“能级工资”正式引入薪酬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