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在校只学习本专业知
识， 对其他专业技能不够了解，
毕业时不具备职业通识能力， 是
很多学校培养人才出现的通病。
东城区职业大学日前引入彩虹联
1+N职业体验实验室项目， 探索
低成本、 高效率的职业通识教育
模式。 下面就让东城职业大学校
长张燕农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
目。

记者： 什么是1+N职业通识
教育？

张燕农： 学生对专业知识基
本都能掌握， 但对其他专业的了
解不够， 综合职业能力不足， 给
职场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举例来
说， 有的电工技术很好， 却不会
和客户沟通， 造成被客户投诉。

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对
不同的学科均有所认识， 能将不
同的知识融会贯通 。 所谓1+N，
就是让每个学生无论学哪个专
业， 都可以获得N项职业通识能
力。 如， 会计专业学生能了解一
定的销售技巧， 市场营销专业学
生掌握基本的行政文秘常识等。

虽然通识教育越来越被业内
人士推介 ， 但通常受到师资短
缺、 教材不足、 专业院系之间交
流不够等限制， 教学成本高， 效
率低， 需要创新教学通道。

点评： 一专多能， 是现代社
会对人才的要求 ， 掌握技能越
多， 越有利于在职场上获得长足
发展。 克服现有教学弊端， 开创
新的教学模式， 是教育者要做的
新课题。

记者： 如何进行创新， 培养
学生的职业通识能力呢？

张燕农： 东城职大除了开设
职业通识课程， 学生可以任选所
有专业课程外， 日前又引入彩虹
联职业体验实验室项目， 参加试
点的120名学生每人一个终身体
验账户， 每次花30分钟， 就可在
任意一台安装相关软件的电脑上
完成在线职业体验。

在这个职业体验教学系统平
台上， 备有数十位职业教练列出
的八大职业能力素养题目， 包括
专业知识、 形象礼仪与沟通、 职
业规划等， 能分析出答题者的职
场竞争优劣势， 在哪项职业能力
上有偏好， 不足之处也能通过答
题得到修复。 系统最终形成一份
动态 《职能评价报告》， 供答题
者参考。

点评： 引入互联网技术， 为
学生提供在线职业技能分析和修
复系统， 供学生扬长避短， 为破
解现有壁垒， 培养学生的职业通
识能力开辟出一条新路。

【边聊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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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东城职大如何
打造一专多能型人才

□本报记者 张晶/文 万玉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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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京生：朝阳门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
郑自铭：红墙花园酒店维修工
赵璟月：红墙花园酒店会计
李志永：礼士修脚中心修脚工
王洪玲：鼎香天下饺子馆老板

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
人， 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
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给了北京，
不久前， 几名外地来京人员围坐
在一起， 聊起了他们心中的 “第
二故乡” ———北京。

维修工：
靠手艺不仅吃饱了饭
还结识了很多北京朋友

郑 自 铭 ： 我 老 家 在 湖 北 ，
2005年， 我来到北京打工， 在单
位负责工程维修工作。 以前在老
家的时候 ， 家里的小件电器坏
了， 都是我自己修好的， 没想到
来北京之后， 这个手艺不仅让我
吃饱了饭， 还让我结识了很多北
京朋友。

前几年， 我们单位工会动员
职工参与 “小改小革”， 我便自
告奋勇地参加了。 之前， 单位的
一些设备坏了， 都要到社会上请
专业人员来维修， 看了一两次之
后， 我就明白了， 我找到领导，
主动承担了这部分的维修工作，
帮单位节省了不少钱。 后来， 周
边一些社区里的居民知道我会修

家用电器， 也来找我， 在我看来
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儿， 他们却特
别感动 ， 每次见到我都特别热
情 ， 拉着我聊天 ， 不拿我当外
人。 渐渐地， 我感觉自己已经融
入了这座城市， 并在心里把北京
当成了我的 “第二家乡”， 而红
墙花园酒店就是我的 “第二个
家”。

经过这些年的拼搏， 我懂得
了一个道理： 只要是付出， 就一
定有收获。 之前， 我获得了首都
劳动奖章， 对我来说这是 “至高
无上” 的荣誉， 我感到很骄傲，
很满足。

修脚工：
北京人素质都很高
从不感觉低人一等

赵璟月： 我是大连人， 之前
在老家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
是我希望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
经过慎重考虑 ， 2011年 ,我只身
来到北京发展。 说实话， 我觉得
自己特别幸运， 找到了红墙花园
酒店这样的好单位， 这里的领导
对每名职工都很好， 工会的工作

人 员 也 经 常 组 织 我 们 参 加 各
种娱乐活动 ， 丰富我们的业余
生活。

像我们这样的北漂， 只身在
外难免会感觉孤独和无助 ， 可
是， 因为身边有了这么多的好心
人， 让我觉得虽然身在异乡， 却
找到了家的感觉。

李志永： 我的老家在河南 ，
到今年， 我来北京已经整整十年
了， 说北京是我的 “第二家乡”
绝不过分。 来北京之后， 我一直
在礼士修脚中心上班， 因为工作
的原因， 我接触了不少北京人，
我感觉他们的素质都很高， 和他
们接触的时候， 我不会感觉到
低 人 一 等 ， 他 们 反 而 还 会 和
我聊天 。 这几年 ， 我学到了不
少北京的传统文化和礼仪常识，
我非常喜欢北京， 能用 自 己 的
修 脚 手 艺 帮北 京 市 民 ， 特别
是老年人减轻痛苦， 我感觉挺欣
慰的。

另外， 这些年来， 单位和街
道工会也给了我不少帮助， 让我
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今后， 我会
继续努力工作， 回报北京， 回报
北京人。

工会工作者：
努力帮职工排忧解难
让他们在京安心工作

王 洪 玲 ： 我 是 黑 龙 江 人 ，
2003年就来北京了， 和前几位不
同， 我是来北京创业的， 在老家
的时候， 我就听说了， 北京人素
质高， 消费水平也高在北京创业
发展空间特别大 。 怀抱美好希
望， 我来到了北京， 最开始， 我
开了个烟酒店， 去年， 我又改开
饺子馆， 中间虽然也有过挫折，
但总体发展还是向上的， 而且北
京人素质确实挺高的， 我店里的
很多常客， 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学
习的榜样了。 这么多年下来， 我
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北京， 有时
候，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 “北京人”。

董京生 ： 大家都说的特别
好， 我在一旁听的很受感动。 这
些外埠员工来京后， 都在各自的
岗位上为北京的发展和建设做出
了贡献。 作为工会工作者， 我们
会继续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提供
优质服务， 帮大家排忧解难， 让
大家在这里安心工作和创业。

关国樟 ： 今年 1 月 31 日 ，
经老乡介绍， 我来到一家保安公
司上班。 入职时单位与我约定，
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为 1500 元，
从第二个月起每月工资为 1800
元。 我听从保安队长的安排， 当
天就投入工作， 与另两个保安员
一起到广场去维持秩序。 2 月 15
日发工资时， 我去找队长领钱，
他说我工作不到一个月不能发工

资。 到 3 月 15 日我再去领工资
时 ， 队长找借口还是不发我工
资。 春节时有的保安员回老家过
年了， 我一天都没休息， 他居然
还找理由扣我工资， 无奈之下我
打了 110， 警察也来到现场。 第
二天， 队长通知我不用再去上班
了， 到现在， 单位既没补发工资
也没让我上班 ， 请问我该怎么
办？

胡芳： 《劳动法》 第五十条
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
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 不得克扣
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由
此来看， 您付出劳动， 公司应当
及时足额支付 您 的 劳 动 报 酬 ，
没 有 法 定 理 由 ， 公 司 无 故 拖
欠 工 资 或 克 扣 您 的 工 资 是 违
反 相 应 法 律 规 定 的 。 建 议 您
可 到 单 位 所 在 地 的 劳 动 争 议

调解中心申请劳动争议调解 ，
也 可到区县的劳动监察大队举
报， 要求公司支付您的工资。

提问者 关国樟 回答者 胡芳

■有问必答

提问： 保安公司保安员 关国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 胡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上班一个多月
单位不发工资怎么办？

外来务工人员心中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