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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职业培训模式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零工经济” 时代正在到来。 人们熟悉的外卖小
哥， 已经以 “网约配送员” 的名义成为人社部、 市场
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去年正式发布的新职业之
一。 而如今， “零工” 的概念还在不断被丰富———主
播、 宠物烘焙师、 密室设计师、 汉服造型师、 奶茶试
喝员、 外卖运营师、 收纳师、 创客指导师等新职业丰
富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选择。 (3月8日 《中国青
年报》） □王铎

天歌： 3月5日， 深圳车主杨
先生途经龙岗区爱南路转宝荷路
路口时， 在斑马线前主动停车礼
让， 两个过斑马线女学生礼貌地
向杨先生深深鞠了一躬， 这暖心
的一幕被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 。
你对我给予礼让， 保障了我通行
的安全， 我对你的礼让给予感谢
与敬意， 这是机动车与行人之间
一种良性的互动， 也是一种文明
的互动。

破解中小企业“育才烦恼”要把现行政策用足用好
围绕如何破解中小企业

“育才烦恼”， 代表委员纷纷
建言献策， 如 “大型企业应
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为行业
培养人才 ， 实现共同发展 ”
“由地方政府出资打造公共
实训中心， 为中小企业提供
兜底服务” ……这些都不失
为好的建议。 但事实上， 即
使没有新 “招数 ”， 如果企
业能够把国家现行政策扎实
落地， 就应该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问题。

□张刃

■两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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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激光笔
变成“危险玩具”

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待遇
让技工院校招生不再难

付彪：近年来，全国多地因不
当使用激光笔造成儿童眼睛、皮肤
等身体组织受到伤害的案例时有
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
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罗来昌接受记者采
访时建议要加强规范激光笔管理。
监管部门应从生产和销售环节入
手，莫让激光笔沦为“危险玩具”。
从生产环节来说，要完善激光类产
品的安全标准，加大对生产环节的
监管力度， 要求厂家在包装上设
置更醒目的警示标语， 避免 “三
无” 产品流入市场。

元宵经济热度未消 ， 随着
“三八” 妇女节到来， “她经济”
又在沈城掀起消费热潮。 记者走
访各大商超了解到， 随着85后、
90后新一代女性消费群体的崛
起， “她消费” 的观念在不断发
生着升级变化 ， 为 2021年 “三
八” 妇女节的女性消费市场带来
诸多不一样的新特点。 （3月7日
《沈阳日报》）

随着女性在经济收入和社
会、 家庭地位的提升， 女性已经
成为新时代消费的主导力量。 如
今， 越来越多的商家也开始从女
性的视角来确定自己的消费群，

研制并开发新产品， 女性消费者
已经成为消费行业持续增长的原
动力。

然而， 必须正视的是，“她消
费”持续火热，难掩当今女性所面
临的现实困境， 女性普遍心理压
力大，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她们
背负着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
期望自己在各方面能够同男性不
分仲伯，平分“天下”，真正彰显出
“半边天”的力量和风采。然而，受
生理条件和心里素质的限制，许
多女性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与
男性竞争中处于下风。关注“她消
费”，更需关心“她权益”。如何改

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
是实现社会文明和谐的一项紧迫
而艰巨的任务。

应在全社会倡导关爱女性、
尊重女性。 换言之， 消除性别歧

视，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一步。
此外， 女性也要提高自身综合素
质 ， 自立 、 自强 ， 通过建功立
业、 敬业奉献去体现女性的价值
和尊严。 □张西流

关注“她消费”，更需关心“她权益”

礼让有回应
交通更文明 “零工经济”时代

近日， 记者从重庆市人社局
获悉， 2021年重庆拟投入资金7.2
亿元， 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50万人次以上， 旨在进一步
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 过去
2年间重庆已开展政府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121.5万人次 ， 职业
技能培训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3月7日 《珠海特区报》）

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
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解决结构性
就业矛盾、 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
举措， 是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

今年重庆将启动实施 “巴渝
工匠2025” 行动计划， 新建高技
能人才培训国家级基地等人才培
养平台。 在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
方面 ， 重庆将持续推进企业职
工、 康养和医疗护理员、 企业新
型学徒等专项计划， 全年开展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万人次以上
等， 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推进制造强市建设、 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 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具
有重要意义。 这些措施的出台，
利于进一步拓展职业培训工作领
域， 创新职业培训模式， 为高质
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

人才基础。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

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 是创造社
会财富的中坚力量， 是创新驱动
发展的骨干力量， 是实施制造强
国战略的有生力量。 因此， 面向
产业工人等城乡全体劳动者提供
普惠性、 均等化、 贯穿学习和职
业生涯全过程的职业技能培训，
并将工匠精神、 质量意识融入其
中， 可让更多的技能人才有用武
之地， 实现其人生价值， 更可为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沈峰

《工人日报》 报道， 产业升
级转型对高技能人才 “喊渴 ”，
如何满足企业对产业工人素质提
升的 “刚需”， 尽快补齐人才缺
口， 成为今年两会热点话题。

老实说， 高质量发展对技工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技能人
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
并不是新话题， 只是由于迟迟未
见有效破解， 才一再成为热点。
不过，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谈及这
个问题时， 提出新的视角： 一些
中小企业设备升级后， 解决工人
技能水平提升问题时， 出于成本
考量， 更愿 “挖墙脚”， 而非自
己育才。 并且分析称， 这反映出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中 的 深 层 次 问
题———处于产业链下游， 利润太
薄， 无力为培训买单， 而技工素
质不高又会影响企业后续发展。

围绕如何破解中小企业 “育
才烦恼”， 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
策， 如 “大型企业应承担相应社
会责任， 为行业培养人才， 实现
共同发展” “由地方政府出资打
造公共实训中心， 为中小企业提

供兜底服务” “通过政府财政支
持的方式 ， 统一采购 ， 资源共
享， 企业通过平台进行培训预约
申请 ， 从而解决工人的求技之
渴 ” ……这些都不失为好的建
议。 但事实上， 即使没有新 “招
数”， 如果企业能够把国家现行
政策扎实落地， 就应该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这些政策包
括：

其一， 用好职工教育经费。
企业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 是最
具针对性且有效的措施。 因此 ，
国家早已出台企业职工教育经费
可以税前列支的政策。 2018年 ，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再发通知， 明
确 “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
出， 不超过工资总额8%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而此前， 这个比
例是2.5%， 一下子提高了3.2倍！

这项给职工技能提升和企业发展
提供强力支持，让职工、企业“双
赢”的好政策，对于无论大中小企
业都是适用的。 如果这笔钱能够
足额提取、合理使用，应该能够有
效解决培训费用不足的问题。 如
果中小企业自己经费有限， 可否
合作使用， 发挥作用呢？

其二，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据报道， 2020年首届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 参赛人员中技工院校学
生占比47%， 大中专院校学生占
比43%， 企业职工占比仅为10%。
这个比例， 一方面表明大赛对职
工的覆盖不足， 另一方面更说明
技能人才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培
养。 事实上， 新世纪以来， 国务
院先后几次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
与改革职业教育、 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 提出了一系列
要求、 措施。 现在的问题是， 各

地各院校落实了多少？ 特别是在
专业调整、 招生政策、 教学方法
等方面是否坚持了就业导向， 需
要认真督查一番， 使职业教育尽
快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企业升级
转型对于技能人才的需要。

其三， 提高技能人才待遇。
中小企业 “挖墙脚 ” 的重要手
段， 无非是向技能人才提供更好
的待遇。 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才
需要实现价值， 待遇就是体现。
2018年， 中办、 国办发出 《关于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特
别要求突出 “高精尖缺” 导向，
让技能人才靠提高技能等级、 靠
技术创新的贡献、 解决问题的能
力增加收入， 提高待遇。 如果各
个用人单位都能够落实， 何愁招
不来人才 ？ 又何惧 “挖墙脚 ”？
况且， 这样做的结果， 获益的不
仅是人才， 当然也包括企业。

技工院校可以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 是培
养大国工匠的摇篮。 但全国人
大代表、 航天科工集团第十研
究院贵州航天天马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材料成型部有色金属焊
接班班长姜涛在调研中发现，
当前， 技工院校招生难的形势
依然严峻， 发展后劲不足。 他
建议 “国家推进技工院校改革
创新 ， 拓宽职业人才发展通
道， 进一步落实技工院校毕业
生待遇。 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
技工学校。” （3月8日 《工人
日报》）

毋庸讳言， 现在劳动力市
场存在 “两难” 现象。 一方面
是有些企业招工难， 招不到合
适的技术工人； 另一方面有些
求职者就业难， 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岗位。 相比每年毕业的大
学生而言， 技工院校毕业生的
就业率却一直居高不下， 甚至
接近100%。 有人说 ， 这是技
工院校的 “春天”， 但也有人
持不同意见。 认为技工院校虽
然就业率很高， 但是招生难的
形势依然严峻， 生源不足已经
成了制约技工院校发展的瓶
颈。 那么， 如何让技工院校的
招生不再难？

姜涛代表的建议具有很强
的现实性和代表性， 值得引起
有关部门关注。 笔者以为， 进
一步落实毕业生待遇， 包含了
多个方面。 一是要大力宣传党
和国家关于加强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的方针政策及重要意义，
在全社会形成 “技术工人也是
人才” 的观念。 二是各用人单
位要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整
体收入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优
秀技能人才的精神奖励和物质
奖励。 三是要畅通技能人才上
升渠道。 比如技术职称评定要
打破 “蓝领” “白领” 界限。
大力推进技工院校毕业生和大
学毕业生享受同等发展机会，
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
代走技能成才 、 技能报国之
路。

□周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