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更多高职向农民工
敞开大门 ， 为提升农民工技
能铺好路 ， 以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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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用惩戒助力垃圾分类行稳致远

期待更多高职向农民工敞开大门

养老护理员“不问学历”
是务实之举

■劳动时评

樊树林： 据 《每周质量报告》
报道，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近期抽
检了市面上 60个批次的儿 童 座
椅 ， 分别进行动态试验及燃烧
试验 ， 发现多批次 、 多品牌产
品存在问题 ， 其中还包括英国
知名品牌巧儿宜的产品 。 莫让
“安全椅 ” 变 “夺命椅 ” ， 需要
企 业 血管里多流淌道德的血液 ，
更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做到 “无
缝隙”、 “全覆盖”！

莫让“安全椅”
变“夺命椅”

张淳艺： 近日，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与民政部联合颁布实施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 围绕增加职业技
能要求 、 降低入职条件 、 拓宽
职业空间 、 缩短晋级时间等方
面 ， 新标准相较 2011年版本有
了 重 大 修 改 ， 将 从 业 人 员 的
“普通受教育程度 ” 由 “初中毕
业” 调整为 “无学历要求”。 养老
护理员 “不问学历”， 不仅是破解
养老服务业发展人才瓶颈的务实
之举， 更是建设养老护理员队伍
的理性选择。

从15日起， 《北京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修正案 （草案送审
稿）》 正式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时间截止到11月13日。 草案送审
稿针对未按照分类标准投放生活
垃圾的行为增设了罚则。 其中，
个人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
应收集容器的， 由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
正的， 处200元罚款， 相关违法
行为还将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 （10月16日 《新京报》）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既关乎
居民文明素养的培育， 又关乎环

境的保护， 往往牵一发动全身，
历来都是压力重重的改革难题。
尽管改革难度大， 但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已成基本共识 。 也正因
此， 近年来不少城市都立法强制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制度。 相
比其他城市对个人未按分类标准
投放垃圾多处以罚款的惩戒， 北
京市还特别对这种违规行为增设
了信用惩戒的罚则， 彰显了以经
济惩罚和信用惩戒共同发力强力
推进垃圾分类投放的决心和魄
力， 毋庸置疑地更有助于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的行稳致远。

与罚款效果终究有限的短板
相比， 信用惩戒因涉及的利益关
联更大， 能大范围地对不按分类
标准投放垃圾的违规者在出行、
融资、 就业、 升迁等方面彰显更
强的震慑作用， 加之公众给予的
负面评价， 更是令其真切地感受
到 “处处受限” 的如芒在背。 一
旦信用惩戒的威慑成了常态， 那
么违规者就必然会对自己不按分
类标准投放垃圾的行为三思而后
行， 自觉摒弃与文明和法治要求
不符的陋习。

□张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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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教改信息

□杨李喆

■世象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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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神器”不能一放了之

近期以来， 各地陆续发布新
的高职招考计划 ， 记者梳理发
现， 随着高职扩招工作的推进 ，
陕西 、 湖南 、 安徽 、 浙江 、 江
西、 辽宁等多地高职院校为农民
工群体亮 “绿灯”， 对其免予文
化素质考试。 （10月17日 《工人
日报》）

在提升农民工队伍素质这个

问题上， 职业教育一直扮演着重
要角色。 不过， 对于大部分高中
或中职毕业即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而言， 要重新回到学校、 提升学
历并非易事。 而现实的处境也正
如媒体所言———没有文凭找工作
易碰壁， 想读书却怕考不过。 而
在推进劳动者职业技能提升的大
背景下， 高职向农民工敞开大门
无疑值得称道。

教育部公布的 《高职扩招专
项工作实施方案》 指出， 对于退
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
和新型职业农民， 可免予文化素
质考试， 由各校组织与报考专业
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

能测试。 也就意味着， 文化素质
考试不再是高职入学的 “通行
证”。 这无疑能够降低农民工等
群体入学提升技能的门槛。

从具体来看， 湖南明确， 农
民工报考高职不考文化课， 取而
代之的是考察专业兴趣、 职业取
向、 心理素质及动手能力， 并依
据测试成绩录取。 山东省提出，
考生只需参加学校组织的与报考
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面
试， 内容包括心理素质、 身体条
件、 职业能力倾向、 技术技能基
础等四部分， 等等。 这就为农民
工提升技能打通了便捷通道。

还是以前述湖南为例， 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对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和新型职
业农民四类人员 ， 没有年龄限
制 ,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 学籍管
理、 学历文凭等方面和统招生完
全一致， 不仅可以线上学习， 如
果报名人数集中， 学校老师还可
以送教上门， 这就极大地方便了
这些群体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 一些地方不仅
创新灵活多元教学模式， 而且为
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送出 “大
礼包 ” 。 据报道 ， 从 2019年至
2022年， 浙江省总工会计划每年
投入1000万元， 结合各级工会的
资金补配， 每年资助1万人接受

大专、 本科学历继续教育。 这不
仅便于农民工的学习， 而且更能
够减少因学习导致的收入降低后
顾之忧。

根据 2019年 《政府工作报
告》， 今年高职院校将大规模扩
招100万人，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
毕 业 生 和 退 役 军 人 、 下 岗 职
工 、 农民工等报考 。 尤其是 ，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今 年
还 出 台 了 《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职
业技能提升计划 （2019—2022
年 ） 》 。 所 以 ， 期 待 更 多 高 职
向 农 民工敞开大门 ， 为提升农
民工技能铺好路， 以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
《托育机构设置标准 (试行)》 和 《托育机构管
理规范 (试行)》。 文件明确， 托育机构工作人
员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 热爱婴幼儿， 身心健康， 无虐待儿童
记录， 无犯罪记录， 并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
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 (10月16日中新网)

□赵顺清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最近再
次成为热词， 不但正式进入北京
市的中学校园， 而且在大型社区
出现得越来越多， 交通站点、 大
型公共场所也将按标准配备 。
但 记者调查发现 ， 敢用 、 会用
AED者寥寥。 （10月16日 《北京
晚报》）

数据显示， 每年我国因心脏
骤停导致50余万人猝死， 救治成
功率只有不到 3% 。 究其原因 ，
心脏骤停患者90%发生在院外 ，
而救护车即使接到通知立即出
车， 也无法在成功抢救心脏骤停
的 “黄金时间” （3至5分钟） 赶
到现场。

尽管AED可以令急救事半功
倍， 但也并非配备了就能万事大

吉， 如果 “第一目击者” 不懂其
使用要求和方法， 没有学会心肺
复苏等相关急救技能， 神器同样
也是救不了命的。

而在发达国家， 掌握急救技
术已逐渐成为公民的基本技能。
如美国接受过心肺复苏技术培训
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德
国 应 急 救 护 技 能 普 及 率 高 达
80%， 法国为40%， 而我国不到
1%。 普及率十分有限的急救教
育现状 ,警示我们亟须补上急救
这堂生命教育课。

也就是说， “救命神器” 不
能一放了之。 在加快扩大AED的
覆盖面， 构建互联网上的 “急救
地图”， 让公众通过手机能一键
搜索到附近的AED的同时 ， 政

府 、 行 业 、 社 会 应 该 共 同 推
进 ， 通过把急救常识列入大 、
中小学校课程 、 开展急救知识
公益讲座等途径 ， 让更多普通
民众掌握正确的急救技能 ， 从

而敢用 、 会用AED， 以便尽最
大努力抢救能够挽回的生命 ，
最大限度发挥院前医疗急救的
公共服务功能。

□祝建波

教育部日前发布 《关于深
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 从教
育教学管理、 教育教学制度改
革等方面提出22条措施。 其中
若干意见值得特别关注。

《意见 》 提出 ， 激励学生
刻苦学习， “提升学业挑战度
……增加学生投入学习的时
间 ， 提高自主学习时间比例 ，
引导学生多读书、 深思考、 善
提问、 勤实践。”

读书是学生的本分， 自主
学习是应有之义。 教育部提出
“激励 ” 要求 ， 可见出现了学
生不刻苦甚至不读书的倾向 ，
这是教育的失败。 解决这个问
题 ， 一方面要靠学生的自觉
性 ， 另一方面需要创造条件 。
如果教师和学校不能为学生创
造读书、 思考、 提问和实践的
尽可能宽松和有利条件， 恐怕
难免纸上谈兵。

根 据 《 意 见 》 ， 大 学 将
“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关 ， 完
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
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 科学
确定课堂问答、学术论文、调研
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
过程考核比重。 ……坚决取消
毕业前补考等‘清考’行为。 ”

考试的目的是检验学习成
果， 但学习成果并不只体现在
某次考试成绩。 因此， 过程性
考核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
《意见 》 中提到 “非标准答案
考试 ”， 实际上是给学生独立
思考， 自主学习的鼓励， 更有
利于学生成才 。 取消毕业前
“清考 ” 行为 ， 既是对毕业投
机者的阻遏， 也是对日常刻苦
者的保护。

《 意 见 》 提 出 ， 高 校 应
“完善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
推动本科高校形成招生计划 、
人才培养和就业联动机制， 坚
决淘汰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变化
的专业。”

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就业
需求不匹配， 导致某些专业毕
业生就业困难 ， 不仅殆误学
生 ， 而且造成政府压力 ， 因
此， 不是教育问题， 而是社会
问题。

教育教学问题关乎人与社
会发展， 不可等闲视之。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