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今天 ， 我们请 “工匠型
人才” 走上培养新人的讲台，
不仅是让他们发挥余热 ， 解
决生产技术难题 ， 更重要的
是传承他们的技艺 ， 传承他
们的品格 ， 让中国工人阶级
的优秀代表———“大国工匠 ”
的传统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堵住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的流失“黑洞”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吃火锅， 菜剩下了怎么办？ 记者近日走访重庆
主城区一些火锅店时发现， 在全社会提倡节约光
荣、 拒绝浪费的大环境下， 一些食客为了防止店家二
次回收， 将剩下的菜煮进锅底， 表面上看都光盘了，
其实锅里另有乾坤。 一些火锅店店主告诉记者， 这样
的 “隐形” 浪费在火锅消费中并不少见。 （9月7日
新华社） □朱慧卿

火锅“隐形”浪费张淳艺： 9月7日， 山东沂水
提倡彩礼费1万元以内 、 婚车不
超6辆 、 喜宴倡导双方直系亲属
参加的消息引发不少人关注。 有
网友提出， 这一管理方式是否应
该更人性化， 有的人希望婚礼办
得隆重一些， 而且除了直系亲属
以外， 也有很多亲戚想要分享婚
礼的喜悦。 沂水县网信中心工作
人员称， 方案是一种倡议， 当地
不会搞 “一刀切 ”。 喜事新办指
南重在倡导新风， 有助于为群众
减负减压， 打破攀比怪圈。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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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如何履职？ 在很
多人眼里无非就是职代会上听
听报告举举手投投票， 在一年
中大多数的闭会时间并没有多
少硬指标和规定动作。 然而在
浙江桐乡供电公司， 职工代表
需要承担另一个角色———“代
理工会主席 ”。 5年来 ， 这一
“双重身份” 也带来了为企业
民主管理、 职工成长发展赋能
的 “双重效应 ” 。 （9月 7日
《浙江工人报》）

桐乡市供电公司有12家基
层单位， 分布在各镇街， 工会
工作覆盖基层客观上存在人手
和路径上的问题。 从2015年5
月起 ， 该供电公司工会探索
“代理工会主席 ” 工作机制 ，
赋予21名来自公司各部门、 基
层单位的职工代表 “代理工会
主席”， 让职工感受到 “工会
主席”、 职工 “娘家人” 就在
自己的身边。

职工代表 “代理工会主
席”， 更能为职工发声。 “代
理工会主席” 来自基层， 身在
基层， 他们最清楚职工在想什
么， 需要什么， 而且也善于跟
职工沟通， 更充分发挥他们联
系基层紧密、 了解职工诉求的
优势 ， 让他们 “代理工会主
席”， 轮流 “坐堂” 设在公司
的职工诉求服务站， 认真解决
职工的实际问题， 打通服务职
工的“最后一公里”。 不仅可以
让他们当好职工诉求的 “代言
人”，更可以当好相关政策的宣
传员和企业民主管理的监督
员。 “代理工会主席”可以把相
关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职工进行宣传讲解， 也把职工
的意见和建议向上反映， 减少
职工对公司管理层的误解 ，也
使管理层更能听到基层的声
音， 使公司民主管理进一步深
化， 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完善。

桐乡市供电公司由职工代
表 “代理工会主席”， 是工会
工作机制的深化和创新， 打通
了职工代表履职的新途径。 职
工代表 “代理工会主席”， 让
工会的群众基础变得更牢固，
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胡建兵

随手拍交通违法
作用不小

让更多的“工匠型人才”走上培养新人的讲台

“代理工会主席”
打通了职工代表履职新途径

徐剑锋 ： 6日下午 ， 北京交
警发布 “随手拍 ” 首月运行情
况。 北京交警 “随手拍” 举报受
理平台自8月5日上线以来， 平台
注册用户36.6万。 “随手拍” 作
为公众行使监督权和参与社会治
理的一种方式， 对于深化文明交通
建设的作用不可小觑。 每个人拿手
机拍别人的时候， 不妨也看看自
己， 千万别忘了自己也是城市的
一员， 也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学院
上周举行的2020级劳模新生开学
典礼上， 巨晓林、 高凤林、 许振
超 、 李万君等4名 “大国工匠 ”
被聘为客座教授 。 今后 ， 他 们
将 参 与 到 劳 模 学 院 综 合 素 质
课 、 综合实践课等课程模块的
日常教学及实践活动中， 采取专

题讲座、 集中授课、 互动交流、
参观实践、 指导课题等形式开展
教学活动。

巨晓林、 高凤林、 许振超、
李万君都是身怀绝技的著名 “大
国工匠”， 而且正在或曾经担任
重要的社会职务， 聘请他们为客
座教授， 对青年劳模进行面对面
的传授， 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
劳模教育事业的发展。

报道没有提及他们是否有传
授专业技能的任务， 想来应该包
括。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 巨晓林
们应聘客座教授毕竟是少数， 面
对的劳模学员也是少数， 还有更
多的 “工匠型人才”， 包括那些
已经退休赋闲的能工巧匠， 能不
能也像他们一样走上更多的讲
台， 在培养新人， 特别是技能传

授方面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呢？
技能人才短缺是眼下制约企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许多企业为
此发愁。 等待技校、 职校培养，
远水不解近渴； 高薪招揽人才，
又逢到处要人、 抢人， 家家求贤
若渴。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想
到了退休的高技能人才。

“工匠型人才” 各个身怀绝
技， 都是行家里手。 几十年的实
际操作， 练就了一身真本事， 积
累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实用经
验。 这些本事和经验往往需要口
授身传才能得以传承， 才有可能
经过整理 、 论证成为系统的知
识。 但许多 “工匠” 退休了， 赋
闲在家， 无以传授， 他们的宝贵
技艺和经验就这样被带走了， 失
传了， 实在可惜。

有人认为， “工匠型人才”
的技艺都是 “老掉牙” 的东西，
已经落后于现代科技， 应该淘汰
了。 这是一种片面认识。 毋庸讳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 一些老工艺、 旧技术确实已
无用武之地，这是规律。但任何新
工艺、 新技术都是在原有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都有传承关系，有
相通之处，同样是规律。 现实中，
用“土办法”攻克“洋设备”、用老
技术解决新问题的成功事例并不
鲜见，何况有些老工艺、 老技术
是现代设备取代不了的。

譬如许多企业面临的产品升
级换代， 固然需要资金投入， 需
要设备更新， 但有许多生产技术
环节， 往往只需要做些革新改造
就能升级、 见效， 其中的关键不

是资金， 也不是设备， 而是人的
经验、 技能和责任心。 而这些，
正是 “工匠” 们的强项， 我们没
有理由忽视这笔宝贵财富。

“工匠型人才” 身怀绝技的
同时， 都有一份职业荣誉感和责
任心， 由此产生的敬业精神， 才
使他们苦心钻研技术， 成为能工
巧匠。 有了技能又愈发敬业， 进
一步形成 “工匠型人才” 独有的
人格魅力， 这也是许多 “工匠型
人才 ” 成为劳动模范的重要原
因。今天，我们请“工匠型人才”走
上培养新人的讲台， 不仅是让他
们发挥余热，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的技艺，传
承他们的品格， 让中国工人阶级
的优秀代表———“大国工匠”的传
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曾在ICU (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 接受过治疗的患者， 焦虑与
恐惧情绪更易发生。 为缓解重症
患者和家属对ICU的恐惧， 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重症医学
科近日想到一个 “有爱 ” 的办
法： 为患者撰写ICU日记， 记录
患者的诊疗过程和康复情况， 以
个性化叙事护理， 让重症患者正
确回顾整个事件， 接受在ICU治
疗的整个过程、 而非逃避， 帮助
患者缓解焦虑 、 恐惧和抑郁 。
（9月8日 中新社）

从病历书写的角度看 ，ICU
日记是人文病历的一种表现形
式。 中规中矩的病历虽然书写严
谨，表达准确，但假如语言过于机

械， 就会给患者冰冷的感受。 近
年来加入人情味的人文病历被广
泛提倡， 有医院为此还举办人文
病历分享展示会。 包括ICU日记
在内的人文病历， 势必越来越受
到医疗界的重视， 相信这样的病
历将日益增多。

此外， 起源于国外的叙事医
学引入国内后， 其强大的治愈力
也受到了医学界的关注， 很多医
护人员开始意识到， 平凡的病人
也可以变成有故事的人， 讲好这
些故事可以反过来帮助治疗。 叙
事医学需要叙事护理， ICU日记
不仅为病历书写和医患沟通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而且也丰富
了叙事医学的内涵。 营造融洽的

医患关系 、 改善患者的就医体
验， 需要推出更多类似方式。

从医疗服务层面来看 ，ICU
日记彰显精细护理的理念。 近年
来，精准医疗已受到广泛推崇，检
查更有针对性、治疗更具个性化，
精确寻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

点，追求最佳效果和最小副作用，
已成为医生普遍追求的目标。与
精准医疗对应的是精细护理，没
有类似的精细护理， 精准医疗就
无法落实。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带
着温度的医疗文书不仅ICU患者
需要，其他患者同样需要。□秋实

“ICU日记”彰显出精细护理理念

明明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却
领取失业证， 一年参加两三个职
业技能培训，拿失业培训补贴。这
是记者在基层采访时遇到的怪
事。当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多
地稳就业、 扩就业的重要举措。
但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 为完成
任务， 安排社区工作人员花国家
补贴， 参加质量不高的培训。 这
些培训补贴被谁钻了空子？ （9
月7日 《 新华每日电讯》）

失业人员免费参加的培训多
为政府全额补贴项目， 原本是为
了减轻失业人员负担， 以便提高

其工作技能的好政策。 然而， 一
本好经生生被一些人念歪了： 不
少社区工作人员都有无奈 “被失
业” 去 “考证” 的经历； 一年参
加两三个职业技能培训成为不少
社区人员的 “日常性” 工作； 拿
到失业证、 参加培训、 获得补贴
还要 “返利” 给培训机构， 过程
已然 “一条龙” ……

职业技能培训一头连着失业
人群， 一头连着中央民生政策，
是稳就业、 促就业的关键举措。
目前， 各地各类职业培训正在如
火如荼地开展。 各地政府要认真

贯彻这项惠民政策 ， 多部门联
动， 利用现代大数据信息技术，
强化对资金的使用评估和监管，
把牢人员审核关。 要加强对专业
培训的质量考核， 并持续追踪 ，
遏 制 商 业 机 构 专 做 补 贴 生 意
培 训 、 重 量 轻 质 等 现 象 。 要
确保补贴资金花到最需要的人身
上、 最关键的环节上去。 还要对
不 符 合 要 求 的 培 训 机 构 进 行
惩 罚 ， 追回培训资金并列入黑
名单， 堵住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的
流失 “黑洞”。

□斯涵涵

喜事新办指南
重在倡导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