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问者 房秀峰 回答者 安慧敏

■有问必答

提问： 峻达山商贸公司职工 房秀峰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 安慧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单位5年未缴住房公积金
职工还能索赔吗？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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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秀峰： 五年前， 我被峻达
山商贸公司招聘为门店销售员，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单位也按
时给我缴纳了各种社会保险。 今
年8月31日我的劳动合同期满 ，
公司与我终止了劳动关系。 前些
天， 听朋友说用人单位必须为职
工缴纳五险一金， 这其中的 “一
金” 就是住房公积金， 并说为职
工缴纳这一费用是用人单位的法
定义务。 我在峻达山商贸公司工
作5年， 公司从没给我缴纳过住
房公积金，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公
司， 他们说公司是私营企业， 给
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已经不
错了， 从没听说过必须给职工缴

住房公积金。 我打听了一下， 这
种情况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和法院
去告人家都不受理， 请问： 单位
5年不给我缴纳住房公积金， 我
离职了现在还能索赔吗？

安慧敏： 用人单位应当为职
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职工可以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举报用人单
位，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
用人单位限期改正。

根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 第15条 “单位录用职工的，
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 及 《北京市实施 〈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 若干规定》 第
5条 “下列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应
当缴存住房公积金： （一） 国家
机关； （二） 国有企业、 城镇集
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城镇私
营企业、 其他城镇企业； （三）
事业单位； （四） 民办非企业单
位； （五） 社会团体。 其他单位
及其在职职工可以根据双方自愿
的原则缴存住房公积金 ” 的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为您缴纳住房
公积金。

如果单位不给职工缴存住房
公积金 ， 法律还规定了处罚措
施。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
37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
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由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 逾
期不办理的， 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根据 《北京市实施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若干规
定》 第16条规定， 管理中心可对
未按照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
位进行检查。

当前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后继
乏人， 已经形成了近三十年断代
现象， 为抢救历史文化遗产， 北
京轻工技师学院 、 工贸技师学
院、 工美技校相继恢复了 “燕京
八绝” 部分专业， 设立大师工作
室， 采取校企合作、 联合办学的
形式， 致力于抢救和传承 “燕京
八绝” 技艺绝活， 进行技能人才
培养， 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近
日举办的北京技工院校首届 “燕
京八绝” 作品展系列活动之专家
论坛上， 来自几家技工院校的负
责人和专家就如何进行青年技工
的培养进行了交流。

加强校企合作形成特色
培养

常明：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于
2012年恢复玉雕专业， 学院采取
校企深度融合的培养模式将现代
学制教育与传统师带徒紧密结合
起来 ， 探索建立了 “招工即招
生、 入厂即入院、 企院双师联合
培养” 的企业新型学徒制， 并创
新了 “院企双制、 工学一体” 的
综合特色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同
时， 将优秀的名师资源、 优质的
企业资源引入玉石雕刻与设计专

业， 学院聘请孟庆东大师亲自担
任玉雕专业主任， 让企业负责人
直接参与学院学制教育， 开创了
玉雕大师国内办学的先例。

卓凡： 传统工艺美术人才的
缺失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 不少
技工院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聘请
工艺美术大师作为客座教授， 参
与专业建设和教学指导工作， 邀
请工艺美术大师和业内权威人士
进行专业课程的指导和讲座，真
正做到了大师引领、高端发展，对
年轻技能人才的培养作用显著。

传统和创新结合设计课
程体系

王剑白 ： 在发展京绣专业
时， 我们考虑到， 京绣技艺的传
承与发展要与时代变革相结合 ，
要与市场结合， 要随着市场的发
展而创新。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于2013年与北京玫瑰坊高级定制
服装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京绣订
单培养校企合作班， 经过两年的
培养， 成绩斐然。 我们以传统技
艺继承与创新的理念为导向， 根
据京绣的特点， 在人才培养课程
体系的建设方面 ， 注重传统文
化、 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 开设

了国学 、 传统纹样鉴赏 、 服装
史、 素描、 色彩、 图案设计、 工
笔人物花鸟、 京绣针法、 服装设
计等课程， 为培养京绣传统技艺
与创新人才建立一套完整课程体
系。

学生与企业签订了准员工协
议 ， 企业为订单班设立了奖学
金 ， 学生的部分学费由企业承
担， 教学计划与企业共同制定，
教学项目是企业项目， 与企业共
同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实习在企
业， 实习期满被企业录用。 经过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企业得到了
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员工， 学生
在京绣技艺上通过完成企业产品
得到了提升， 而且在材质、 技法
和设计理念上都有创新， 这样的
人才培养模式才能真正做到传统
技艺人才的传承。

引进大师工作室入校完
成实训

钟连盛： 伴随工业化和城市
化加速， 经济市场环境利益驱动
等因素， 景泰蓝后人和传承人的
问题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
为此我们珐琅厂制定传承人为轴
心系统培养模式， 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传帮带方式， 积极开
展多层次的景泰蓝传承活动， 同
时建立大师工作室， 将大师工作
室作为培养和吸引人才的平台，
名师带高徒的方式， 同时和技工
院校开展合作， 培养新一代年轻
艺徒。

王世杰： 近几年， 市政府对
传统工艺美术给予了巨大的支
持 ， 依靠 “北京市公共实训基
地” 与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 建设项目的资金， 2013年
工美技校陆续恢复了玉雕、 景泰
蓝、 雕漆、 花丝镶嵌等专业。 今
年， 宫毯和金漆镶嵌两个专业的
实训教学已经开始。 学校目前建
设了王希伟、 袁长君、 李志刚等
八个大师工作室， 大师是学科带
头人。 实践证明， 引进大师工作
室入校是正确的， 这种做法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实训体
系的建设。 从教学的效果看， 理
论加实操， 参观加讲座， 考核加
讲评， 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已经
见到成效， “学生经过两年左右
的学习即可达到在企业工作五年
以上的技术水平”， 这就是企业
的经理和大师们对我们学生的客
观评价。

“燕京八绝”重入课堂
该如何传承绝技？

【边聊边论】

被访人：耿燕 记者：盛丽

在为职工做培训、 讲授知识
的时候， 教师需要加入更多的技
巧和思考。 作为一名负责职工培
训工作的教师， 来自北京开放大
学丰台分校的教师耿燕， 对此深
有体会。

记者： 您平时教学内容包括
什么？ 为职工讲课， 教师需要什
么技巧？

耿燕： 在工作中， 我负责企
业管理方向的教学内容。 最早承
接的课程是 《企业运营与发展》，
后来还讲过 《个人发展与团队管
理》、 《高效而快乐的工作》 很
多课程。 在讲授的时候， 我了解
到这些课程都很受企业职工的欢
迎 ， 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小 。 因
为， 在不少企业中， 职工的需求
存在共性 ， 尤其是对现在的热
点。 比如， 人际沟通、 如何提升
工作和生活质量， 职工都很感兴
趣。 所以， 素质工程开设的这些
课程对于职工来说， 起到实实在
在的帮助。

我做教师已经15年了， 面对
的学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们
平时在单位中都是职工， 所以在
给他们讲课的时候， 需要教师思
考。 在课程设计上存在不同， 给
职工讲课需要的是短、 平、 快。
大概用一两天的时间， 甚至有的
只用半天的时间， 选定一个主题
展开讲授。 所以教师在备课时要
特别注意一个前提， 你的课程一
定要符合职工的需求。 在我的教
学过程中， 有个准则是所有的课
程内容设制都要围绕着职工的需
求展开， 会为职工来设计他们所
需要的内容。 比如， 在我给职工
们讲授沟通知识的时候， 我会根
据不同单位的性质和特点， 来为
所在单位的职工设计不同的课程
内容。 和销售有关的单位， 课程
会结合销售技巧来展开有关沟通
后的内容。 如果这个单位的职工
是办公室的文员， 同样是沟通的
课程， 但讲授的侧重点会不同。
还有， 在给职工讲课的时候， 课
程要设计的更活泼， 所以要加入
大量的案例， 增加视频、 图片、
互动。 否则职工会在课堂上很快
感到枯燥， 没有兴趣继续听。 再
有， 教师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尽可能的带给职工大量的信息
量， 这样职工走出课堂后， 还能
慢慢回味。

点评 ： 让课堂内容欢快起
来， 增加参与度， 是培训职工最
需要注意的地方。 尽量将复杂的
理论， 变得简单化， 才能让职工
快速的接受到需要的知识。

记者： 您认为素质工程组织
的教师基本功大赛， 对教师的意
义和作用是什么？

耿燕： 2008年， 素质工程开
始组织第一次教师基本功大赛，
我也参加了， 还获得第一名的成
绩。 7年后， 我第二次参加， 感
觉这个比赛变化很大。 第一次的
比赛中， 只是参赛者现场用PPT
讲。 但是现在， 已经涉及到更多
媒体的内容。 比如这次还加入视
频制作。 对于参赛者， 在准备的
过程中， 已经提升不少。 不管是
定题、 搜集素材、 制作课件， 都
是一个增长基本功的过程。

点评： 比赛不是最终目的，
准备的过程更能促进教师不断补
充知识点。

如何让在职培训
发挥更大作用？

王世杰：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校常务副院长
王剑白：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轻工分院院长
常 明：北京轻工技师学院院长
钟连盛：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
卓 凡：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