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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低温津贴落地需要顶层设计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当前， 很多医院正在推行全面预约就诊， 对有效
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 记者在一些
大型医院走访时发现， 个别医院推行预约制度的同
时， 考虑不周全， 没有开设相关绿色通道， 所有人只
能走网上预约这一条路， 还有的医院预约流程复杂，
让老年人等群体面临着 “到了门口， 进不去医院” 的
尴尬。 （2月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李雪：今年，不少企业把年会
搬到了线上，“直播+录播” 的形
式成为许多企业采纳的方式。不
过依然有一些企业在线下举办自
己的年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年会不但没有达到热闹和总结再
出发的目的， 反而成为职工的负
担和拖累。无论何种形式的年会，
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凝聚人心、促
进发展。对于用工单位来讲，有必
要科学组织年会， 用心组织的年
会令职工身心惬意、动力十足，反
之，很有可能成为负担和拖累。

帮青工摆脱“成长的烦恼”不妨从培养职业荣誉感抓起
我们常说，要重视和

强化对青工的培训。但培
训不能只重技术技能。成
长需要多方面素质的提
升，要培养技术工人的职
业荣誉感，就要引导和帮
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自
我设计 、自我完善 、自我
激励 ，从而跨越 “职业倦
怠”，制定人生规划，在自
己的职业岗位上踏踏实
实，一步步成长起来。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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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盔一带”成为
安全出行的“标配”

不让“痛经假”成“鸡肋”
须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井夫： 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去年4月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
开展的“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以来，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
驾乘人员交通事故死亡率同比分
别下降11.7% 、14.2% 、12.4% 。 “一
盔一带” 应成为安全文明出行的
“标配”。 希望每一位驾乘人员都
能把佩戴安全头盔、 系安全带当
成一种习惯，一种自觉。

“热干面来了” “毛血旺好
了” “宁波汤圆出锅了” ……2
月5日， 晚餐时分， 宁波镇海区
龙赛医疗集团总院的食堂里， 全
国各地的代表菜纷纷登场。 这是
该集团总院为留甬过年的外地职
工精心准备的一顿特殊而又丰盛
的年夜饭， 来自五湖四海的医护
人员亲自动手， 不仅吃到了家乡
的特色菜， 也品尝了地道的宁波
风味。 （2月7日 《宁波晚报》）

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春节许
多外地职工顾全大局， 选择了就
地过年。 虽然不回家过年了， 但
他们的心里仍十分惦念着家乡的
“年味”。 过年， 对于长年在外的

游子来说， 是十分盼望和期待的
事情。 回到老家， 听一听乡音，
尝一尝家乡菜品， 重温一下儿时
的场景， 是心中浓浓的乡愁。 如
何让留守的外地职工， 既能享受
到就地的人文习俗， 又能品尝到
家乡的 “年味”， 笔者以为， 宁
波镇海区龙赛医疗集团总院让不
同地方的职工 “露一手 ” ,一人
做出一道家乡菜， 端出别样的年
夜饭 ， 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一餐年夜饭， 看似小事， 但
在留守职工心里的分量却很重。
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企业能
在内部食堂中， 让来自五湖四海

的职工摇身一变成为美味大厨，
都端上了自己的拿手菜， 不仅能
使大家品尝到了不同风味的家乡
味道， 增进了互相之间的认识和
了解， 让幸福的企盼弥漫在每个

人的脸上， 而且不同的乡音， 同
样的笑脸的职工 ， 在觥筹交错
间， 也可增进了团结与友谊， 成
为企业的一种文化。

□费伟华

“别样年夜饭”也可成为企业文化

莫让年会成为
负担和拖累

尴尬

由于缺少低温工作证据、 缺
乏强制性法律规定， 劳动者在争
取低温作业权益保障时， 时常陷
入窘境。 日前， 人社部等部门联
合印发通知， 首次明确了严寒下
劳动者权益谁来维护 、 如何维
护。 专业人士建议， 参考高温保
护的统一标准， 国家应当就低温
保护以及低温津贴的前提作出统
一规定。 （2月4日 《工人日报》）

入冬以来寒潮一波波来袭，
低温津贴落实难再次成为公共话
题。 早在2004年施行的 《最低工

资规定》， 就明确指出 “用人单
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中
班、 夜班、 高温、 低温等特殊工
作环境、 条件下的津贴后， 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然而，
十多年来低温津贴一直未能有效
落地， 口惠而实不至。

低温津贴不能再陷于 “老生
常谈， 谈也白谈” 的怪圈。 无论
是从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的角度
出发， 还是基于推动用人单位重
视职业病的考量， 都必须将完善
相关规定， 落实低温津贴提到日

程上来。
低温津贴要想落地， 需要顶

层设计。 有关部门应参照高温津
贴制度的成功做法， 在国家层面
就低温保护、 低温津贴制定统一
的规定 ， 使得低温津贴有法可
依， 有章可循。 当然， 由于不同
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等因素， 应
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框架下， 授权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政
策， 明确地方标准， 加强执法监
督 ， 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张淳艺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内容丰富，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这是很
有现实针对性的措施———一个时
期以来 ， “年轻人不愿意当工

人”， 更谈不上学技术， 曾经成
为社会热门话题。 究其原因， 舆
论指向传统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影
响， 具体而言， 就是工人的社会
地位不高， 收入水平偏低。

为落实党中央 《新时期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创新
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 鼓励辛勤
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
增强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对劳动者
的吸引力，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中
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提高技术工
人待遇的意见》， 通过逐级细化、
落实， 有效缓解了年轻人不愿当
技术工人的局面。 如今， 已经有
不少年轻人以自己高技能工人的
身份为荣， 反映出社会正在给予
技术工人更多的尊重与重视。

如今， 活跃在生产一线的生
力军是80后、 90后， 00后也正在

成为 “后备军”。 新生代技术工
人的就业心理与前辈迥然不同，
职业选择更具个性， “干一行 ，
爱一行” 的传统观念在他们身上
逐渐淡化。 尽管收入增加了， 待
遇提高了， 仍难免出现 “职业倦
怠”， 满足于 “干得差不多就行
了” 的状态， 仍可能选择 “无理
由跳槽 ”。 因此 ， 待遇落实后 ，
如何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作， 把
青年技工的积极性激发调动起
来， 把他们的技能水平进一步提
升起来， 帮助他们摆脱 “成长的
烦恼”， 又成为企业以及工会面
临的新课题。

《工人日报》 近日报道， 山
西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把 “增强广大产业工人的荣誉
感、 自豪感、 获得感” 作为工作
着力点， 经过努力， 取得不错成
效， 读后令人颇受启发。 人的追

求是高于温饱的。 如果说， 落实
待遇可以称之为物质上的获得，
那么， 因以自己的职业身份而自
豪与荣耀， 那就是精神上的满足
了。 问题在于， 如何才能培养这
样的职业荣誉感呢？

我们常说， 要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作
为工人， 劳动是必然的， 劳模是
优秀工人的代表， 更多的、 贴近
并且直接影响年轻工人的是工匠
师傅。 所谓工匠， 是指在职业上
不倦追求完美， 刻意精益求精，
其前提必然是挚爱自己的职业，
全身心的磨炼技能， 由此才能成
为工匠， 赢得社会敬重。 让更多
的年轻工人尽可能接近他们， 本
身就是一种教育。

我们常说 ， 要通过 “传帮
带” 培育新人。 事实上， 许多老
工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工匠素

质 。 如果由这样的师傅 “传帮
带 ”， 往往在传授技能的同时 ，
带出徒弟新的人生观、 价值观，
引导他们树立对职业的敬畏、 对
工作的执着、 对产品的负责……
当年轻工人心甘情愿做技工时，
必然产生主观能动性， “自己给
自己拧上发条， 不仅是投入、 专
注， 还要有绝活、 能创新。”

我们常说， 要重视和强化对
青工的培训。 但培训不能只重技
术技能。 成长需要多方面素质的
提升， 要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荣
誉感， 就要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会
自我管理 、 自我设计 、 自我完
善、 自我激励， 从而跨越 “职业
倦怠”， 制定人生规划， 在自己
的职业岗位上踏踏实实， 一步步
成长起来。 那时， 我们就能说，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有了更坚实的
基础。

近日， 为了加强对女职工
的劳动保护， 减少和解决女职
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
特殊困难，保障其安全和健康，
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布 《辽宁省
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自3月1
日起施行。《办法》明确规定，经
医疗机构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
诊患有重度痛经或者经量过多
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应给予1至
2日的适当休息。（2月4日《法治
日报》）

虽然各地高度重视女职工
的“痛经假”，但在现实中，由于
“疼痛程度难以量化”“请假制
度繁琐”“职场歧视” 等因素的
掣肘，加之推行“痛经假”会增
加用工成本，“痛经假” 自诞生
以来，一直是走得磕磕绊绊，难
以真正落地， 致使其在一定程
度上沦为了“鸡肋假”。

任何善政的落地， 都需要
以执行成本的合理分摊为基本
前提，“痛经假” 的应声而落亦
不例外。毕竟，用人单位只要忠
实执行了女职工休“痛经假”的
政策， 就意味着其为此尽到了
法定义务。 按照权利义务对等
的法治原则， 用人单位应该享
有减免用工成本的权利， 也即
是用人单位不能独自承担女职
工休 “痛经假” 的全部用工成
本。否则，就有悖权利义务对等
的公平原则。事实上，不少用人
单位正是因为用工成本增加的
问题未得到合理解决， 才在执
行“痛经假”方面缺乏主动性。

故此，要确保“痛经假”不
沦为“鸡肋”，在政府、用人单位
和个体之间合理分摊“痛经假”
所产生的用工成本， 以此平衡
各方的利益诉求， 也就势在必
行。对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相
关配套制度，以着力消除“痛经
假”落地的各种“梗阻”为遵循，
采取把“痛经假”纳入病假范畴
和调整税收等手段， 将其产生
的用工成本公平地进行分摊，
使用人单位、 国家和女职工之
间的负担份额趋于平衡合理，
从而为这项善政的落地奠定必
要基础。 □张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