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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致敬“她力量”有赞语更要有行动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民生新举措令人关注。 在
“十四五” 开局之年， “民生清单” 既强调纾困兜底，
又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诸多百姓
生活的热点、 焦点、 难点， 都在 “民生清单” 里得到
正面回应。 （3月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张西流： 据媒体报道， 随着
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 生活
中可以刷脸解决的事情越来越
多。 人脸识别技术在方便生活的
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安全风险。
强化人脸识别监管， 还需立法精
细化。 要对人脸识别作出专项规
定， 明确人脸识别的有权使用主
体、 使用目的。

让“技能饭碗”香起来，还需加哪几道“菜”？
高技术工人和技能人

才素质已经成为新工业革
命的关键性支撑， 面对高
技能人才巨大缺口， 助推
技能工人快速成长已经成
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件
大事。 如何让 “技能饭碗”
真正香起来， 需要 “上硬
菜”， 出实招， 下本钱， 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真心实
意愿意学习技术、 钻研技
能， 当新时代的好工人。

□周兴旺

■两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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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更多人
学会使用“救命神器”

莫让企业微信公号
成为名誉侵权的道具

沈峰：3月2日，2021年北京市
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对
2021年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其中，全市将新建、改扩建201
个急救站点， 推进公共场所的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等急救设施
设备配置。 不仅要让更多群众懂
得急救知识， 会使用AED等急救
设备，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群众急
救他人的意识，只有勇于担当，挺
身相助，才能呵护生命。

3月4日武汉大学发布了2021
年赏樱政策。 自3月5日20:00起，
社会公众可通过武汉大学官方网
站、 官方微信进入预约系统， 填
写姓名、 身份证 （或军官证、 护
照等有效证件） 号、 手机号等个
人真实信息， 对3日后的参观行
程进行预约， 这是社会公众入校
赏 樱 的 唯 一 途 径 。 （ 3月 5日
《北京青年报》）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不止是
武汉大学的樱花令人向往， 近日
各地都逐渐进入了赏花季节，迎
来“赏花游”的高光时刻。 同程旅

行的数据则显示，3月份将有超过
5万人出游的规模。 尤其是，牛年
春节后机票的降价也为赏花踏青
旅游增添了动力。 一些地方还推
出了赏花时间表和路线图， 无疑
给人们的赏花提供了便利。

“赏花游”虽好，但更重要的
是要让其成为“文明游”。综合媒
体报道来看，去年赏花季，一些不
文明行为就令人大跌眼镜———个
别家长做出践踏绿地、 摇落樱花
的行为， 在孩子的面前也毫无顾
忌；挖野菜的“大军”更是直接开
赴公园绿地， 草坪被挖得满目疮

痍、 踩得惨不忍睹； 有的游客把
春花枝条随手折断……这无疑让
美景失色。 春风十里， 不如一个
文明的你。 “赏花游” 需要文明
相伴。 即便没有时间出游， 而是

在家里“云赏花”， 也应该多些文
明之举， 毕竟， 文明需要线上与
线下齐发力。 比如， 在网络上留
言要恪守文明， 对于一些不文明
之举要敢于揭露。 □杨玉龙

强化人脸识别监管
还需立法精细化

民生清单

在2021年 “三八” 妇女节来
临之际， 午报记者兵分多路， 对
这批春天里最美的女神进行了贴
身采访。 在饱含热泪记录下她们
的战疫故事的同时， 我们只想说
一句———“你们辛苦了 ！ 衷心地
谢谢你们！” （3月6日 《劳动午
报》）

奋斗的女性最美。 尽管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但面临的压
力仍然很大、 任务依然很重， 还
有很多硬仗要打。 女干部要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以守护者的
使命， 筑牢基层疫情防控第一防
线； 女医务工作者要立足岗位、
忠于职守， 在火线上救死扶伤、
情暖患者； 女企业家要以不畏艰
难、 勇挑重担的拼搏精神， 化危
为机， 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
高效益提升……使命在肩， 责任
如山 ， 充分释放出 “她智慧 ”，
并影响和带动更多的身边人， 养
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遵守各
项社会公德与文明守则， 争当文

明新风尚的践行者。
致敬 “她力量”， 有赞美的

歌、 暖心的话， 更要有贴心的理
解 、 务实的行动 。 在医院 、 药
店， 对她们多一点由衷的敬意，
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家里人； 对家
里天天值班、加班，没法履行家庭
责任的她，多一份理解，多几次问
候， 要为她们铺展向上流动和向
好发展的广阔舞台， 使其能够更
好地更公平地享有一个 “战士”
应得的荣誉与回报。 □徐剑锋

“目前， 技术工人的待遇逐
步提高， 成长通道越来越畅通，
但与专业技术岗位和经营管理岗
位相比 ， 被认同感仍然不强 。”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 中国石化
技能大师、 茂名石化首席技师张
恒珍对媒体表示， 当前， “技能
饭碗” 对一些年轻人仍然缺乏吸
引力。 （3月5日 《工人日报》）

在工业领域， 正常的人才结
构是1个科学家 、 10个工程师 、
100个技能人才。 在日本， 整个

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
40％， 德国高达50％， 而我国这
一比例仅为5％左右 。 这样的人
才结构， 与我国正从制造业大国
向制造业强国进军的国家发展目
标极不相称。 因此， 代表委员对
此深表忧虑， 关注技能工人成长、
破解技能工人 “成长的烦恼 ” 成
为历次两会上 “高烧不退” 的话
题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据教育
部、 人社部、 工信部联合发布的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显
示 ， 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
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 1900万
人， 2025年这个缺口将接近3000
万人。 可以说， 高技能工人的短缺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高质量
发展转型升级的短板和瓶颈。

要补齐这个短板， 就得抓紧
培育人才 。 换句话说 ， 就得让
“技能饭碗” 真正香起来， 让当
技术工人成为广大年轻人羡慕向
往的职业目标。

俗话说，看菜吃饭。 “技能饭
碗”之所以还不够香，主要原因还
是上的“菜”不整齐、不可口，引不
起食客的胃口。所以，抓紧补齐几

道“菜”实属必要。综合起来看，用
心筹备以下三道“菜”最为紧迫：

首先要抓紧上好 “开胃菜”。
这里所谓的“开胃菜”，就是给技
能工人发展提供良好的预期，让
年轻人感觉到投身技能学习有奔
头、有前途。根据我国1994年建立
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技术工人
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
师、 高级技师等5级成长阶梯，这
显然比科研和技术岗位低了一大
截， 让人仿佛一眼就看到了发展
的尽头， 这样的职业发展阶梯明
显让现在的有志青年觉得 “梦想
不够大”，职业诱惑力也自然就打
了折扣。所以，尽快拓展职业晋升
阶梯， 去掉技术工人成长头顶的
“天花板”， 让优秀的技术工人和
一流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业
管理专家一样，只要技能精湛，就
能天高地阔，只要本领超群，就能
风光无限，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要加紧预备 “主菜 ”。
这里所说的 “主菜”， 就是指经
济与工资待遇。 现今的高级技师
甚至首席技师， 在企业里的工资
待遇还是不如技术岗位里的总师

或者副总师， 甚至与副教授级的
高级工程师相比 ， 也还逊色不
少。 全国人大代表、 一汽解放大
连柴油机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鹿新
弟调研时发现 ， 在一些民营企
业， 技能等级晋升和创新成果并
未与工资待遇挂钩， 有的工人晋
升一个技能等级的工资增长每月
只有100多元。 目前国家层面已
经密集出台了 《关于提高技术工
人待遇的意见》 《技能人才薪酬
分配指引》 等利好政策， 从顶层
设计推动改善技术工人待遇水
平 ， 但在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
“政策热、 企业冷” 的状况。 因
此， 推动企业和基层尽早端出提
高待遇这道 “主菜” 刻不容缓。

其三是精心安排 “营养菜”。
这里所说的“营养菜”，就是针对
特殊技能工人， 要安排出特殊的
待遇， 鼓励其加速成长， 脱颖而
出。 特别是对于国家仍然存在被
卡脖子的产业和急速发展的新兴
产业， 那里加速培养高技能工人
的需求最为迫切，在这样的地方，
缓不济急，必须特事特办，对好苗
子就得加餐，就得允许“开小灶”，

对于认真钻研高技术、 手里有绝
活的年轻人，就得给予越级提拔，
鼓励冒尖。同时，职业院校和基层
企业就要舍得在特殊技能岗位人
才培养上加大投入， 用富含营养
的配餐“催苗助长”。同时，要拿出
不惜千金育人才的气魄， 对贡献
突出、善于创新、专心致志搞技术
的职工，就得当成“宝贝疙瘩”，为
他们当好技能养成的坚强后盾，
实行待遇特殊、提拔优先、分配倾
斜，形成强烈的“头雁效应”。

毫无疑问， 助推高技能人才
成长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件大事，
党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专
门强调：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
能型人才培养， 实施知识更新工
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
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总之，如
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让“技能
饭碗”香起来，让学习技能、钻研
技术、 当高技能工人成为年轻人
衷心向往的职业目标，关系到“十
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
如期完成。在这件大事上，轻视和
犹豫就可能丧失战略机遇， 我们
需要全社会对此统一认识。

2018年12月3日 ， 张女士
与北京某交流咨询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 担任零售部零售总
监。 2020年2月21日， 公司以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将她辞
退。 同年3月5日， 张女士申请
劳动仲裁。 令张女士意想不到
的是， 与北京某交流咨询公司
隶属同一集团的北京某美术馆
在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 公示
了自己被辞退的相关细节。 张
女士认为其中内容涉及对自己
的道德评价， 侵犯了名誉权，
诉至法院。 （3月4日 《工人
日报》）

依法依规地辞退违反规章
制度的员工， 是企业维护自身
权益的应然之举 ， 本无可厚
非。 但如果企业借助微信公众
号对员工进行与辞退无关的道
德评价， 则是涉嫌侵犯员工名
誉权的违法行为。 就这起因劳
动争议纠纷引发的名誉权诉讼
而言， 在被辞退员工已申请劳
动仲裁、 法律还未对双方的争
议作出定性前， 企业便在微信
公众号上对员工作出 “违背职
业道德” 的负面评价， 无疑是
对员工名誉权的侵犯， 被法院
判决向员工赔偿精神抚慰金，
自然在所难免。 这对于习惯利
用微信公众号给予员工负面评
价的企业来说， 无异于一记响
亮的法治警钟。

微信公众号不是法外之
地， 企业不能将其作为侵犯员
工名誉权的道具， 这是基本的
法治常识。 不让企业把微信公
众号当作名誉侵权的道具， 既
需要企业入脑入心地铭记基本
法律常识， 又需要对这种侵权
行为套牢 “法律缰绳”。 如此，
才能让企业微信公众号的营运
规范在法治轨道上， 回归便利
企业内部管理的本位。

□张智全

“赏花游”需要文明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