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人才之基 。 我们应 该
认 识 到 ， 制 造 业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主 体 ， 是 立 国 之 本 、
兴 国 之 器 、 强 国 之 基 ， 而
没 有 强 大 的 人 才 队 伍 ， 一
切皆成空谈。 因此， 应该把
制造业农民工转型升 “技 ”
当成大事来办 ， 让年轻人尤
其是掌握一技之长的新生代
农民工乐于进入制造业工厂。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保障农村自建房安全须补齐法律短板

□杨玉龙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周一围棋课， 周三少儿编程课， 周五拳击课， 周
六马术课， 周日思维培训课……这是吉林长春一个7
岁孩子的兴趣班课程表。 课程不仅排得满， 内容也与
大众认知的钢琴、 小提琴、 舞蹈等相差很大。 记者在
吉林、 湖南等地采访发现， 现如今部分家长为孩子挑
选兴趣班时， 不以孩子的意愿优先， 而是专挑冷门、
昂贵的课程。 这样 “攀比型” 兴趣培养， 亟待回归理
性。 （9月6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变异的兴趣班
罗志华 ： “在家打开手机 ，

就可看到CT报告、 检验报告， 不
用在家和医院之间两地奔波了。”
近日， 江苏省常州市的张先生手
术后到当地医院复查， 当得知可
以 “云查询” 时非常高兴。 不仅
如此， 张先生还第一时间把检查
报告分享给在上海市工作的女
儿， 几分钟时间张先生的各项检
查单转到上海大医院的专家手
上。 医学检查报告实现“云查询”，
既让患者少跑腿， 又拉近了医患
之间的距离， 值得大力推广。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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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用工风行一时巧解用
工难， 平台就业自由接单受热
捧，“斜杠青年” 身兼数职渐成
潮流……灵活就业形式日趋多
样，丰富了劳动者的就业选择，
增加了就业机会， 提高了劳动
收入。 期待更多的激励力度和
政策护航， 为灵活就业发展增
添“源头活水”，让更多人实现
就业。“灵活就业的 ‘前浪’已
来，‘后浪’正在路上。”阿里研
究院数字经济就业研究中心主
任徐飞表示， 数字平台打破了
工作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灵活
就业的发展速度将越来越快，
形式也将更加丰富 。（9月7日
《工人日报》）

随着新业态不断涌现， 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相继加入到灵
活就业大军中来。 他们通过市
场择业， 寻求自我 价 值 实 现
的意识较强 。 支持 “灵活就
业” 无疑有助为失业人员、 自
谋职业人员及个体劳动者等排
忧解难， 找到解决就业问题的
出路。

支持灵活就业， 既需要真
金白银的政策帮扶， 更需要不
打折扣地落实到位。 做好灵活
就业人员权益保护， 理顺劳资
双方的劳动关系至关重要， 一
方面，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定
义新的灵活就业范围 ， 将快
递、 网约、 家政等各类新型就
业形态纳入其中。 同时， 在就
业管理和保障、 失业工伤保障
以及职业培训方面要对灵活就
业作出相应规定； 另一方面，
在从业人员医疗 、 养老 、 房
租、 子女入学等方面加以更多
呵护 ， 确保灵活就业人员同
等、 便捷地享受 “五险一金”
及各项地方政策。

稳就业和保民生是重中之
重。 作为有别于传统就业模式
的新业态， 灵活就业在促进就
业、 拉动经济、 稳定社会等方
面有着巨大潜力和特殊优势。
要想办法打通制度障碍， 进一
步提升就业灵活度、 劳动力市
场灵活性， 为 “灵活就业” 的
失业人员、 自谋职业人员及个
体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政策关爱
和呵护。 □吴学安

防止盛宴变“剩宴”
需要精准施策

把制造业农民工转型升“技”当成大事来办

灵活就业需要
更多的政策关爱和呵护

鞠实： 荤素满桌、觥筹交错，
待到宾主散去， 盛宴转眼变 “剩
宴”。 媒体近日采访发现，相比日
常“下馆子”，讲究排场的婚宴、寿
宴、生日宴、升学宴等大型宴席中
食物浪费情况更突出， 成为餐饮
浪费重灾区。 期望有关方面能够
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场合，针对浪
费产生的不同成因 ，有针对性地
采取精准措施 ， 适时精准发力 ，
防止浪费现象的发生。

技术水平不高、收入低，是制
造业工厂工人流失的主要原因，
同时，新兴服务行业也吸引了更
多年轻农民工的加入 。 专家和

业内人士建议， 制造业要提高行
业技术含量， 逐步向高层次转型
升级， 同时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技
能培训， 提供技术学习的环境和
平台。（9月4日 《工人日报》）

诚如媒体报道， 因新生代农
民工进入工厂的意愿不强， 制造
业面临用工缺口大、 薪资成本不
断提升和员工年龄不断增加的难
题。 事实上， 确实如此。 尤其是
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的不断涌
现， 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多职业
选择的机会， 进工厂做工不再是
唯一出路。 此前更有媒体报道，
数字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岗位， 已
经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

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制造
业所面临的窘境。 据悉， 传统制

造业工厂普遍面临用工荒和老龄
化 ， 其中 ， “70后 ” 工人占多
数， 少数工人是 “80后”， 甚至
还有不少 “60后”。 而作为 “主
力军” 的 “90后”， 却难见其身
影。 不难理解， 技术水平不高、
收入低， 是制造业工厂工人流失
的主要原因， 但是任由服务业从
制造业 “抢人”， 显然不利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正如业内人士表示， 新兴服
务行业的出现给众多没有一技之
长的农民工提供了平台， 但这些
行业本质属于较为低端的服务
业，不利于农民工的长期发展。毕
竟，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既不同
于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 也不
同于点对点个性化的高端服务

业，职业含金量和从业门槛较低。
于此， 媒体提出的制造业农民工
亟待转型升“技”，须引起重视。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人才之基。 我们应该认识到，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是立
国之本、 兴国之器、 强国之基，
而没有强大的人才队伍， 一切皆
成空谈。 因此， 应该把制造业农
民工转型升 “技 ” 当成大事来
办， 多想办法、 多些举措， 让年
轻人尤其是掌握一技之长的新生
代农民工乐于进入制造业工厂。

让工厂留住年轻人， 离不开
国家的政策支持， 以及各级政府
的积极作为 ， 比如 ， 专家就建
言， 政府要做好托底工作 ， 除
了 加 大 对 农 民 工 培 训的投入 ，

还要让企业为职工和农民工提供
必要的培训设备， 为其提供学技
术的环境和平台。 确如其言， 事
实上唯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技
能提升， 才能有利于借力产业升
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朝技能化方
向转型。

同时， 制造业企业须改变原
有用工思维提升吸引力。比如，应
积极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 想办
法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尤其是，
自动化大潮已经不可避免， 一些
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要在跟机器
“抢饭碗”中占得上风，就得转型
升“技”，于此，用工单位更需要在
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上多施力。
另外，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
围，弘扬工匠精神同样不能忽视。

4个月、 6个人、 调处25起案
件……这是浙江省慈溪市总工会
6名工会干部担任兼职仲裁员以
来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作为一项
创新工作， 今年5月， 慈溪市总
工会选调了6名工作满5年、 法律
专业知识深厚、 符合任职条件的
工会干部， 加入慈溪市兼职仲裁
员队伍， 主动作为， 到一线去，
到矛盾最集中的地方， 参与和谐
劳动关系构建 ， 让工会更有作
为。 （9月7日 《浙江工人报》）

浙江省慈溪市总工会6名工
会干部担任兼职仲裁员， 不论对
于职工来说， 还是企业来说， 或
者仲裁部门来说 ， 都是一件好
事。 因为这些工会干部长期在工
会工作， 最了解企业和员工的所

思所想， 特别是职工与企业之间
产生矛盾和纠纷的深层次原因，
他们比其他专职仲裁员更加了
解、 更加清楚。 因此， 这些担任
兼职仲裁员的工会干部， 在参与
仲裁的过程中， 不会出现偏袒某
一方的情况， 既讲法， 也讲理，
让双方都心服口服。

近年来， 很多地方积极探索
职工维权新方式，形成了“工会+
仲裁”的维权模式，集“法律援助、
纠纷调解、源头预防”三大功能为
一体，提供包括业务咨询、法律援
助、案件调解、仲裁确认的一站式
服务，减少当事人维权成本，避免
了职工维权“多头跑路”的烦恼，
做到职工劳动维权 “只进一门”。
“工会干部成兼职仲裁员”更有利

于“调”“裁”结合，通过案前引调
机制， 部分案件在初始阶段即被
消化， 不仅缓解了仲裁委和法院
的办案压力， 也使得劳动者以最
快的速度成功维权， 同时也缓解
了用人单位的抵触情绪， 使纠纷
以圆满方式解决，实现劳动者、用

人单位和办案单位的三方共赢。
“工会干部成兼职仲裁员”使

工会在处理劳动纠纷时在 “调”
“裁” 结合的同时， 由 “调” 向
“裁” 延伸， 这不仅是现实的需
要， 而且非常具备可行性， 值得
各地借鉴。 □胡建兵

“工会干部成兼职仲裁员”有助解决劳动纠纷

山西襄汾“8·29”重大坍塌事
故敲响农村自建房安全警钟。记
者近期在多地采访了解到， 多年
来，农村自建房近乎“野蛮生长”：
没有规范的施工图纸， 请的工人
大多是农村“土师傅”，对建材的
选择主要依据经济实力。 尤其是
随着城镇化发展， 一些农村自建
房变身经营性场所， 简单随意地
改扩建， 使得安全风险陡增。然
而，数量庞大的农村自建房，目前
却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法规政
策缺失、 基层专业力量薄弱……
（9月7日 《新华每日电讯》）

农村自建房的质量安全问题
由来已久，山西襄汾“8·29”重大
坍塌事故只不过是农村自建房质
量堪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
收入水平的逐年上升， 不少农民
都把改善住房作为人生大事。由
于质量不过关， 不少农村自建房
安全隐患重重， 因质量问题引发
的人身伤亡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在此现实下， 如何守住农村自建
房的质量安全“闸门”，无疑是一
道亟待有解的监管命题。

法律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
相对于其他治理手段， 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 要保障农村自建房
质量安全， 法律的约束显然不可
或缺。 从本质上说， 农村自建房
质量安全中的 “种种烦恼”， 是
偏离了法治轨道的直接表现。 在
这种意义上 ， 及时补齐法律短
板， 对农村自建房质量标准、 监
管责任， 以及建筑设计、 施工、
监理等各个环节予以强制约束，
不但可以将影响农村自建房质量
安全的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还
可以借助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兜
底， 促进农村自建房的发展不偏
离法治化轨道。 □张智全

检查报告“云查询”
给患者带来更大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