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做好长期失业青年、 就
业困难人群、 应届生等这些
群体的就业服务， 不仅需要
在提供工作岗位上着力，更需
要在提升他们就业能力上多
下功夫。“就业训练工厂”可以
为这些人群提供系统化、科学
化、专业化的就业服务，不仅
可以让他们在就业途中少走
歪路， 也有助于他们在进入
职场后迅速摆正自身位置 ，
进入工作状态。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别让老人止步于“健康码”

□李雪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日， 爱心筹、 轻松筹、 水滴筹、 360大病筹等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联合发布自律倡议书和
自律公约， 明确提出平台应该审核发起人及求助人的
身份信息并开展实名认证， 提高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
性。 （8月20日 《经济日报》）

□赵顺清

加强自律
汪昌莲： 伴随着共享经济的

异军突起， 共享经济平台的服务
提供者人数众多， 用工形式复杂
灵活。 因为用工不规范， 一旦出
现纠纷， 无论是平台企业还是从
业者的责任很难界定。 培育 “网
约工” 新业态， 还须权益保护有
新作为。 针对在 “互联网+” 新业
态发展中成长起来的 “网约工” 群
体， 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保障制
度， 引导企业规范用工、 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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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热饭、 歇凉取暖、 放
松身心……在银川市兴庆区，
户外岗位职工的工作、 休息越
来越方便， 这得益于兴庆区总
工会的职工驿站建设。 驿站越
建越多， 服务圈越来越小， 只
要15分钟， 户外劳动者就可以
来到最近的职工驿站， 享受工
会提供的各种服务。 （8月20
日 《工人日报》）

我们常讲： 职工利益无小
事 ， 事关职工生存发 展 的 事
都是 “头等大事 ” 。 打造 15
分 钟 职 工 服 务 圈 ， 特 定 的
时间概念强调的是服务的便
利， 而在这背后则是服务网络
的健全和公共设施的完善， 从
而不断满足职工衣食住行、 阅
读健身等需求。

15分钟职工服务圈是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通过 “工
会之手 、 市场之手 、 职工之
手” 同向发力， 才能使广大职
工得到更多实惠、 感到更加幸
福。 户外驿站如何配置， 服务
资源如何共享， 需要工会部门
科学统筹， 一盘棋整体规划、
一张蓝图干到底 。 在此基础
上， 要引入市场化理念和品牌
化概念 ， 积极创新投融资模
式， 整合运用全社会的钱来建
设和管理， 为职工提供更多种
类、 更加优质和方便快捷的便
民服务。

15分钟职工服务圈表面上
看是服务时间的缩短， 背后却
蕴含着服务品质的提升。 只有
始终把职工拥护不拥护、 赞成
不赞成、 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
答应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建
立 “好差评” 机制， 在问题导
向中不断拓展服务供给、 改进
服务内容， 才能更好地便民利
民惠民， 这考量的是城市治理
水平， 更能看出工会部门所持
的民本立场。

建好建设15分钟职工服务
圈， 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增强职
工获得感， 答案写在职工的脸
上， 密码藏在职工的心里， 需
要我们始终秉持民生理念、 下
足 “绣花功夫 ”， 善作善成 ，
久久为功。

□徐剑锋

培育“网约工”新业态
权益保护要有新作为

对代餐食品
要加强监管

“就业训练工厂”为年轻人打通求职路

让月子中心走出监管盲区 建设15分钟职工服务圈
要下足“绣花功夫”

吴学安： 代餐， 目前已经成
了减肥圈的新宠 ， 主打 “热量
低、 饱腹感强” 的代餐粉、 代餐
奶昔、 代餐粥等产品层出不穷。
那么让减肥人士趋之若鹜的代餐
类产品， 究竟能不能减肥？ 别让
代餐粉 “代” 走消费者的健康，
需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 加强
对代餐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与监
督。 对于代餐食品夸大功效、 误
导消费者虚假宣传， 应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严格处罚。

控江路1205号， 杨浦区一个
并不起眼的门牌号码。然而，这里
是上海首个“就业训练工厂”的所
在地。长期失业青年、就业困难人

群、 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成
了“工厂”下属的“职员”。 他们在
这学习职场人所需的职业能力，
在实践中提高自主就业能力，成
了“宅一族”走出家门、进入企业
的主要助力。数据统计显示，年轻
人在“工厂”接受培训之后，最快
的可在一周内找到工作， 三个月
内首次就业成功率高达八成。 （8
月20日 《劳动报》）

据悉， 2014年， 杨浦区人社
局与上海巴伐利亚职业培训咨询
有限公司合作， 引进德国先进的
职业培训理念， 在全市率先试点
推出 “就业训练工厂 ”。 如今 ，
这一模式已然 “升级”， 走出杨
浦陆续在徐汇、 宝山、 黄浦、 浦
东 、 虹 口 等 5个 区 开 展 试 点 。
“就业训练工厂” 通过模拟人力

资源公司的运作模式， 助力青年
成为 “职场人”。

其实， 简单来理解， “就业
训练工厂” 就是入职前的 “训练
场 ” 。 据报道 ， 这里就是一个
“模拟公司”， 上午9时， “就业
训练工厂 ” 内的晨会开始了 ，
“总经理” 在台上为所有的 “职
员” 布置任务， 接下来则是各位
组员的交流环节。 每一位年轻人
需要每天 “打卡”， 需要和 “同
事 ” 交流 ， 需要与 “客户 ” 沟
通， 学习职场人所有的一切。

从一位受益者的经历来看，
就能知道 “就业训练工厂” 的功
效。 专科毕业的叶子杨经历了两
次职场挫折后失业， 长达3个月
的 “长假” 让其几乎一度丧失了
求职的想法。 来到 “就业训练工

厂” 通过不断改正不足、 学习面
试技巧等 ， 有了自我约束的感
觉， 重新恢复了要上班的欲望，
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 便在星巴
克上岗， 如今已稳定在岗6个月。

而且， 值得称道的是， “就
业训练工厂” 由政府聘请专业的
职业规划师全职担任总经理来承
担工厂的运作和经营， 其工作重
点是整合学员所需的各项技能，
再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
性培训， 获得真实工作环境中所
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这无疑有助
于提升青年人自主就业能力。 同
时， 基于有政府 “托底”， 其安
全性更强。

事实上 ， 做好长期失业青
年、 就业困难人群、 应届生等这
些群体的就业服务， 不仅需要在

提供工作岗位上着力， 更需要在
提升他们就业能力上多下功夫。
“就业训练工厂” 可以为这些人
群提供系统化、 科学化、 专业化
的就业服务， 不仅可以让他们在
就业途中少走歪路， 也有助于他
们在进入职场后迅速摆正自身位
置， 进入工作状态。

尤其是，“就业训练工厂”对
青年进行“一对一”的职业生涯咨
询与指导，并持续开展跟踪指导、
职业能力测评、 分析青年求职情
况等，这样的“综合套餐”服务，所
带来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据
统计显示，“就业训练工厂” 三个
月内首次就业率达到了 80%左
右，最快实现就业的在一周之内。
故此，“就业训练工厂” 值得肯定
与借鉴。

让产妇 “一人住进去， 全家
都 ‘解放’” 的月子中心越来越
受到青睐。 不过， 目前市场上月
子中心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价
格收费标准也没有统一参考 。
(8月19日 《广州日报》)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经济快
速发展， 产妇越来越重视 “坐月
子”，月子会所应运而生，也越来
越受到产妇的青睐， 往往收费昂
贵。 但这些月子会所并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医疗机构， 因为不是医
院，所以没有相关机构进行监管。
月子会所提供餐饮服务、 母婴保
健服务、 住宿服务、 妇幼保健服
务、医疗服务，从宝宝护理、产妇
产后康复等，实行“一条龙”服务，

也涉及多个行业，但据了解，目前
月子会所只需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并无其他行业准入规定。

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 不仅
让月子会所野蛮生长， 从而损害
消费者权益， 还制约了行业的发
展， 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长远
发展， 让诸多月子会所也是 “苦
不堪言”。 如导致行业内出现降
低服务质量来低价获客等行为，
让一些月子会所陷入价格战中难
以自拔 ， 利润也是越来越低 。
所 以 ， 行 业 乱 象 丛 生 ， 问 题
频 发 ， 最终会导致行业与消费
者 “双输” 的局面， 对谁都没好
处。

针对于此， 有必要进行顶层

设计， 加强监管力度， 将月子会
所尽快拉出监管盲区， 制订详细
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对月子
会所严格把关， 设置相关准入门
槛， 淘汰不具资质的月子会所，。
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月子会
所， 则要予以查处与相应惩戒，

根据其问题严重性， 或责令其整
改 ， 或令其停止运营 。 没有规
矩， 不成方圆， 设置统一的规范
标准， 加强监管， 才能促进月子
会 所 规 范 发 展 、 健 康 发 展 ，
让 月子会所不再游走于灰色地
带。 □戴先任

近日， 在大连地铁站， 一位
老人因为没有出示 “健康码 ”，
乘车受到阻拦。 事情不复杂， 却
上了热搜， 一面是严格执行防疫
规定的工作人员， 一面是搞不定
“健康码” 却执意进站的老人家，
谁占理？ 疫情期间数字防控带来
便利的同时 ， 却也让一些老人
“急得团团转”。 （8月20日 《北
京青年报》）

浙江率先开发出个人健康码
后， 各地也都已经陆续推出， 在
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 但都碰到
了 “有些老人因为没带手机、 用

的不是智能机、 手机没有流量或
者不会用小程序 ” 等类似的问
题， 这在设计之初， 显然忽视了
老年人这个庞大群体中， 相当一
部分人可能会遭遇不便。

这其实也并非新问题。 比如
随着网络支付的普及 ， “无现
金 ” 似乎一夜 之 间 成 了 潮 流 ，
大 到 贸 易 出 口 、 商 场 购 物 ，
小 到 共 享 单 车 、 甚 至 小 摊小
贩， 几乎所有的日常消费都被移
动支付占领， 支付二维码无处不
在。 但由于许多店铺因此冷落甚
至拒绝收取现金 ， 于部分老年

人， 移动支付带给他们的反而是
烦恼。

现在有人提出， 老人自己要
学习、 社会要帮助老人融入数字
化， 但终究缓不济急。 其实， 依
托大数据＋互联网 ， 借助高科
技 、 黑科技 ， 解决没有 “健康
码” 的老人等特殊群体的 “出行
难”， 恐怕不过是 “小儿科” 级
别的难题， 当然， 关键还是要对
老人多一份体谅和关爱。 科技进
步带来的好处， 惠及的应是每一
个人， 同样包括老人。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