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返乡
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已经成为无
法回避并且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
题。 5月29日， 在农业农村部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的
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
业视频调度会上， 农业农村部负

责人介绍， 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扶
持下， 通过对接就业岗位、 拓展
就业岗位、 激活就业岗位、 提升
技能转岗等举措， 积极推动扩大
就业。 截至5月底， 已安排返乡
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800多万人。

大量农民工返乡， 无疑会给
本来已经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新
的变数。 我们能不能通过多方努
力 ， 把它转化为新的发展契机
呢？ 从实际情况分析， 答案应该
是肯定的。

首先， 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
工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 掌握了
一定的技术技能， 对市场经济也
有了一定的了解。 即使没有这场
疫情的影响， 也已经有不少农民
工自行回乡创业， 而且成功事例
很多。 现在， 虽然更多的农民工
返乡是出于无奈， 但他们同样可

以凭借在外务工时积累的技能、
资金或经验自己创业， 并且可能
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带动更多的
乡亲改变农耕生活方式。

其次， 近年来， 各地乡镇中
小企业发展很快， 而且大多并非
出口加工型， 受外贸市场影响也
小， 还有发展空间。 大量在外务
工的农民返乡， 不仅会给家乡带
来新的人力资源， 而且还带来了
新的技术、 技能和新的思维、 观
念， 吸收他们就业， 对乡镇中小
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也是
难得的契机。

第三， 农民工返乡， 无论自
己创业或者进入乡镇企业， 也给
工会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农民
工返乡， 对于他们曾经务工的地
区而言 ， 是工会工作对象的流
失； 但对于他们家乡的工会组织

来说， 则是新的工作对象、 新的
工作任务。 只要他们继续从事非
农业劳动， 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 他们就是工会组织和发
展的对象， 就有许多工作要做。
而且， 因为他们的加入， 会使当
地的工会工作有一个新的面貌。

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创
业或就业， 事关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 当地政府理应给予重视和安
排， 为他们创业或就业提供政策
支持和实际帮助。 例如， 摸清返
乡留乡农民工情况 ， 特别要把
“二次返乡” 农民工的情况搞清
楚， 并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 建立就业台账， 实行动
态管理； 对接岗位需求， 及时提
供就业信息， 等等。

从工会工作看， 近年来， 各
地工会为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

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为提高
农民工素质，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 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
工会组织不能因为农民工返乡而
听任工作对象和工作成果流失。
例如， 许多地方实施了对返乡农
民工的职业培训计划， 通过培训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
力， 这能够为未来经济恢复储备
人才。 在这项工作中， 各地工会
完全应该发挥 “大学校 ” 的作
用， 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 为
返乡农民工提供服务。

从长远看， 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劳动力的流动将成为市场化常
态， 那么， 针对他们的工会工作
就应该无间断地接续。 这是工会
事业发展的需要， 各地各级工会
责无旁贷， 应该有所准备、 有所
应对。

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就
近创业或就业， 事关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 当地政府理应
给予重视和安排， 为他们创
业或就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实
际帮助。例如，摸清返乡留乡
农民工情况，特别要把“二次
返乡”农民工的情况搞清楚，
并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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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健康知识普及要创新方式

□张刃

■每日图评

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要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 。 目
前， 各地的普及工作已经开展起
来 ， 社区引入健康知识抢答比
赛， 举办知识讲座； 村医给村民
建立健康档案， 积极宣传治未病
等健康理念； 疾控中心一手抓传
染病预防控制 ， 一手抓健康教
育， 将健康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
传播到千家万户。 （6月8日 《人
民日报》）

健康知识普及是爱国卫生运
动的重要内容， 是巩固公共卫生
与全民健康基础的关键举措。 一

个人的健康知识水平， 决定着其
个人乃至整个家庭的健康水平，
也会影响到社会整体健康水平。
加大健康知识的普及， 就是向群
众传授健康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
式， 增强群众的健康知识知晓率
和卫生防病意识， 提升全社会的
卫生健康水平， 这是新时代爱国
卫生运动的客观需要， 也是全民
健康路上必不可少的支撑。

健康知识普及要创新方式。
健康知识普及不能照本宣科， 如
果一味是理论化的枯燥说教， 群
众听不懂、 不爱听、 不想听， 就

达不到普及的效果， 反而会让群
众疏远、 反感。 健康知识普及要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比如
举办健康知识竞赛、 组织社区晚
会、 开展健康义诊等多样性的活
动， 把知识普及与其他活动穿插
融合起来 ，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
言、 喜欢看的节目等吸引群众关
注， 潜移默化中让健康知识走入
群众的内心， 还可以通过交流互
动、 咨询答疑等方式， 用更加生
动活泼的方式增强传播效果， 起
到事半功倍的普及效果。

□胡蔚

近日， 内蒙古包头市昆河公
园内一充气城堡被大风掀翻， 造
成1名中年妇女和1名儿童死亡，
2名儿童轻伤。 早在4月26日， 河
南省孟州市也同样发生过大风吹
翻充气城堡事件 。 在此次事件
中， 6名儿童被压伤。 （6月8日
《法制日报》）

游乐设施安全事故的发生，
说到底还是运营使用单位没有将
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是监管存在
盲区、 留有空白地带。 从生产端
看，游乐设施制造门槛较低、市场
空间大，吸引了大量厂商涌入。由
于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 此类制造企业普遍存在技术

薄弱、 质量管理落后等问题，“三
无”产品较多，甚至导致一些区域
内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安全无小事， 应尽快拧紧游
乐设施 “安全阀”。 在安全面前，
人是最积极的因素， 也是最重要
的变量， 关键在于用制度的刚性
提升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心。 消除
风险隐患， 保障游乐设施安全，
一方面， 要补齐行业短板， 通过
政府监管 、 社会参与 、 法律渠
道， 实现权责清晰的监管体系，
确保监管严格， 管理得当， 从资
质检查、 执照办理到运营监管，
形成一系列完整的监管渠道， 有
关部门、 行业协会、 社会机构应

尽快出台标准、 树立规范， 让从
业者有规可依； 另一方面， 游乐
场经营者要完善安全保障措施，
必须高度 负 责 ， 在 项 目 设 计 、
落成 、 调试运行、 规范使用和
定期维护等问题上， 从细节之处

将娱乐设施给予最无死角的管
理， 要逐项排查隐患， 保证游乐
项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同时，
监管部门更应当加强随机抽查、
暗察暗访的力度， 让安全这根弦
时时绷紧。 □吴学安

日前， 陕西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印发 《关于在药品包装标
签上印制药品说明书二维码的
指导意见》 的通知， 提出在药
品包装标签上印制说明书二维
码， 以有效解决现实生活中存
在的 “药品包装标签及说明书
字体太小给特殊消费人群造成
用药不便 ” 问题 。 （6月8日
《澎湃新闻》）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药品
体积小， 相应的药盒也小， 药
企为了规范书写说明书， 只能
把字号缩小， 密密麻麻地印一
大片。 随着对于药品安全性、
有效性了解的深入， 近年来药
品说明书内容越来越丰富， 文
字量越来越多， 这一问题愈发
凸显出来。

在药品消费中， 老年人是
主力人群。截至2019年年底，全
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2.7亿
人。老年人普遍视力衰弱，一些
药品说明书上的字体太小，老
年人根本看不清， 有时甚至需
要戴着老花镜， 再拿着放大镜
来阅读。 不同药企生产的同一
种药品，往往单位含量不一，服
用片数和次数都有所不同，如
果不能看清楚说明书， 只按老
习惯服药，很容易带来风险。

现在 ， 智能手机十分普
及 ， 许多老年人也玩起了微
信， 用扫码的方式获取药品说
明书， 不仅简单快捷， 而且可
以自行调节字体， 再也不用老
花镜、 放大镜齐上阵了。

事实上， 药品说明书二维
码的功能， 不应只限于解决说
明书字小不便阅读的问题， 还
应积极拓展服务功能， 更好地
满足广大患者的知情权 。 比
如， 增加语音播报功能， 让视
力障碍人士也能了解说明书的
内容。 再比如， 将适应症、 用
法用量、 注意事项、 保存方法
等重要信息制作成动画视频，
用更为形象直观的方式让患者
轻松明白。 就此而言， 药品说
明书印二维码应该成为信息化
时代的标配， 成为药企改进服
务的重要载体。 □张淳艺

近年来， 通过微信、 QQ群以及相关APP等社
交软件购买商品在一些消费者中流行， 被称为社交
电商模式。 但记者调查发现， 有的社交电商盈利重
点不是实际的商品或服务， 而是通过拉人头发展下
线、 收取人头费等获利， 与传销行为相似， 遭到消
费者、 专家等多方质疑， 多地监管部门也对一些涉
嫌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6月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变味

为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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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亟待
擦亮“金字招牌”

■劳动时评

拧紧游乐设施“安全阀”刻不容缓

■世象漫说

药品说明书
印二维码应成标配

对直播带货
要加强监管

天歌： 眼下， 网红直播带货
十分火爆，令不少商家羡慕。在网
上经营服装的陈女士也动了心 ，
找了一家网红公司直播带货 ，不
料货没卖出去一件， 还倒贴了数
万元。这样的案例，曝出了当前直
播火爆背后乱象的冰山一角 。网
络直播平台和有关部门， 要加强
对直播带货的监管， 从长远的眼
光来看待直播带货，引导其规范、
良性发展，剔除其中存在的欺骗、
忽悠、不诚信的成分。

杨李喆： 老字号品牌承载着
悠长历史和独特商誉，长期以来，
不少企业靠打“擦边球”试图与老
字号品牌产生联系进而牟利 。同
时，在新兴业态冲击下，部分老字
号企业也面临经营困难、 品牌衰
落的困扰。 如何有效维权并逆势
“突围”， 成为当前一些老字号企
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老字号承载
着人们的美好记忆和情感， 老字
号当积极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
化，持续擦亮“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