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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有力抓手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力度。 这也是连续四年老旧小区改造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中。 可见， 政府对此项惠民工作的重视。 也
显见， 改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实际的操作
中， 加装电梯成为了 “堵” 点。 很多小区加装电梯
不甚顺利， 业主意见不统一、 加装费用筹措等问题
仍是难啃的 “硬骨头”。 （3月29日 《人民日报海
外版》） □毕传国

张立美 ： 在3月29日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 媒
体调查发现， 部分 “高颜值” 文
具暗藏高风险， 极易对儿童身体
健康造成损害。 安全是儿童文具
的底线， 儿童文具有 “颜值” 更
要有安全性。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
儿童文具的抽检力度， 及时下架
和处罚生产 、 销售有毒 “高颜
值” 儿童文具的厂家和商家。

解放思想与从实际出发是工作创新的重要前提
正 确 认 识 客 观 实 际 ，

大胆解放思想 ， 突破旧有
模式 ， 才有工作创新 。 创
新才有活力 ， 才能使工运
事业不断发展 。 义乌工会
的经验 ， 其他地方的工会
可以借鉴 ， 借鉴最主要的
不是具体的工作方法 ， 而
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精神
状态 ， 再与各自的实际结
合起来， 就会有新的创造。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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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扫
要移风易俗

成立劳模工匠传习馆
有多重积极作用

张淳艺： 清明节即将到来，
北京市233处祭扫点已经做好服
务市民的准备。 不少服务单位推
出了新型祭祀方式引导市民文
明、 绿色祭扫。 在八宝山老山骨
灰堂， 就推出了一款十分环保的
水溶祭祀用品。 习俗传承需要适
应时代 ， 清明祭扫也要移风易
俗。 引导市民文明、 绿色祭扫是
一门学问， 需要有关方面拿出大
智慧 。 既考虑到公众的心理诉
求， 又兼顾对环境的外部效应，
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3月28日， 务工人员在河北
省邢台市南和区一家服装加工企
业工作。 近年来， 河北省邢台市
南和区实施 “筑巢引凤” 就业工
程， 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
道 ， 对接用工企业搭建就业平
台， 采取短期用工、 季节用工、
临时用工等多种灵活方式， 将就
业岗位送到村民家门口， 不断吸
纳农村劳务人员留乡回乡就业。
（3月30日 《劳动午报》）

农民工就业是很大的民生问
题，承载着很多家庭的希望。农民
工家门口就业，无疑亮点多多，值
得肯定。首先，降低了农民工打工
成本。春节后，我们看到很多农民

工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到城市
打工。交通、住宿、吃饭，这些开销
都不低。尤其是在城市的房租，有
的占了农民工工资的很大一部
分。而在家门口就业，不仅没有租
房子的开销， 其他的生活费用也
会节省不少。 降低了农民工打工
的成本， 也就提高了农民工的收
入，无疑是一件好事。

其次， 更多承担家庭责任，
更好照顾老人和孩子。 农民工到
城市打工， 因为路途遥远， 对家
庭照顾的很少， 特别是留守儿童
问题， 既是家庭的牵挂， 也是我
们社会的痛点。 农民工家门口就
业， 可以让农民工顾及家庭， 给

老人与孩子更多的爱。
第三，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一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 都
积累了一定的工作技能， 他们有
丰富的工作经验。 他们在家门口
就业， 也是宝贵的技能型人才，

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将会起到重
要的作用。

所以， 农民工家门口就业一
举多得。 有条件的地方， 不妨多
给农民工提供这样的就业机会。

□陶象龙

农民工家门口就业一举多得

儿童文具有“颜值”
更要有安全性 难

“工作创新” 是近年来叫得
很响的一句口号， 且各地多有成
功实践与经验。 不过， 也有动静
很大但收效甚微乃至失败的教
训。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如何认
识创新， 怎样才能创新。

《工人日报》 报道， 针对近
年来新经济、 新业态不断涌现，
从业人员规模日益庞大的实际，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以党建引领
为中心， 突出 “建” 这个关键，
创新建会模式和服务方式， 推动
工会组织覆盖新经济、 新业态职
工 ， 让更多职工成为工会 “粉
丝”， 进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义乌工会的经验可以概括为
“三联 ” “三建 ” 的合力效应 。
“三联” 是指注重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 ， 紧抓组织联建 、 机制联
动、 活动联合的方式， 筑牢工会
组织的“地基”。 “三建”是指按“清
单建”“分类建”“联合建”的方式，
广泛吸纳新经济、 新业态职工入
会。 与此同时， 他们还注重创新
工会服务方式 ， 以 “定制+特
制” 明确服务项目， 用 “自助+

点餐” 兑现服务清单， 从而激发
了基层工会活力。 这里， 我们不
必重述义乌工会的具体做法， 而
是探究他们如何创新。

义乌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经济发展先行， 暴露矛盾同样先
行， 解决问题也必须先行， 否则
发展便会停滞。 这是对客观规律
的正确认识。 要先行怎么办？ 没
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 那就惟有
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创
新是 “逼” 出来的， 是主观对客
观的自觉能动。

创新意味着突破原有模式。
突破总会有障碍， 有风险， 没有
创新精神和积极探索， 要突破也
难。 改革开放之初， 党中央就向
全党提出了思想解放的任务， 并
且为全社会所接受。 今天， “党
建带工建 ” 的经验虽然已经不

新， 但它突破了过去二者互不关
联的模式， 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
放。 义乌经验之新， 则在于使党
建与工建 “组织联建 、 机制联
动 、 活动联合 ”， 这样的探索 ，
没有一点解放思想的动力是不行
的， 这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成功实践源于思想的解放，
而思想解放的前提是对客观实际
的正确认识。 义乌创新工会组建
形式， 也是从实际出发， 在实践
中探索的成果。 这个 “实际” 就
是新经济、 新业态不断涌现， 从
业人员规模日益庞大的现实。 如
果工会的组织建设和工作不能及
时跟进、 延伸， 就是失职， 就是
放弃阵地， 丢失队伍。 为了尽职
尽责， 义乌工会没有拘泥与既有
的工会组织形式， 从实际需要出
发， 创新了 “三建” 模式， 实现

了组织体制上的创新。
同样的道理， 在为职工服务

方面， 如果按照工会既往的工作
方法， 大多是上级统一部署， 下
级执行落实， 职工能够 “享受”
的服务是缺乏针对性的 “大锅
饭”。 义乌工会从实际出发， 突
破旧模式， 以 “定制+特制” 明
确服务项目 ， 用 “自助+点餐 ”
兑现服务清单， 丰富了工会服务
形式， 增强了职工的获得感。

正确认识客观实际， 大胆解
放思想， 突破旧有模式， 才有工
作创新。 创新才有活力， 才能使
工运事业不断发展。 义乌工会的
经验 ， 其他地方的工会可以借
鉴， 借鉴最主要的不是具体的工
作方法， 而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
精神状态， 再与各自的实际结合
起来， 就会有新的创造。

日前， 江苏省常州市劳模
工匠传习馆在中车常州车辆有
限公司成立。 劳模工匠传习馆
以江苏工匠杨福才示范性劳模
（工匠 ） 创新工作室为平台 ，
通过拓展工作室的功能， 成为
集劳模工匠党建工作、 攻关创
新、 技艺传承、 培训教学、 精
神弘扬于一体， 落实中车常州
公司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方案的重要载体。 （3月
29日 《工人日报》）

据新闻报道， 劳模工匠传
习馆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企业
劳模 （工匠） 创新工作室日常
活动阵地和职工日常学习教育
场所， 其包括创新工作室、 攻
关研讨室、 精神传承室、 创新
工艺坊、 党建活动室等阵地，
运用文字 、 图片 、 视频等形
式， 结合投影、 电子屏、 触摸
屏等手段， 展示企业不同时期
劳模工匠的成长印记、 传承故
事， 以及新时期劳模工匠的匠
心工艺、 创新成果。

劳模工匠传习馆有多重积
极作用， 首先， 有利于弘扬劳
模精神。 可以说， 弘扬劳模精
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讲
好劳模故事、 劳动故事、 工匠
故事 ， 就需要这样的创新载
体。 如此， 可以让劳模精神得
到更好地传播与弘扬， 且有利
于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 工
匠精神。

其次， 有利于企业培养创
新精神。 诚如前述， 劳模工匠
传习馆集劳模工匠党建工作、
攻关创新、 技艺传承、 培训教
学、 精神弘扬于一体， 这样的
传习馆必然能够有利于推动新
时期产业工人攻关创新、 技艺
传承。 这对企业创新技能及创
新发展， 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从这些层面讲， 成立劳模工匠
传习馆是助推企业创新发展的
好事。

总而言之， 成立劳模工匠
传习馆能够积极营造出劳动最
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
大的浓厚氛围 ， 也让劳模文
化、 工匠文化在创新和传承中
绽放新的光芒。 □杨李喆

近日， 记者从山西省政府新
闻办了解到， 今年该省将投入20
亿元培训200万人， 支持100万技
能人才取证， 助力100万人新就
业。 山西省连续4年把 “人人持
证、 技能社会” 建设列为民生实
事， 发布了地方职业技能培训规
范， 制定出台8项省级地方标准，
推动培训覆盖全劳动周期、 全工
种门类。 截至2020年年底， 山西
技能人才总量达430万人。 （3月
29日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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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西省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 目前已连续4年把 “人人持
证、 技能社会” 建设列为民生实
事， 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推进制造强省建设、 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 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
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重视培训
技能人才， 推动培训覆盖全劳动
周期、 全工种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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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 职业技能培训是
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有力抓手， 以
促进就业创业为目标， 面向全体
劳动者提供普惠性、均等化、贯穿
学习和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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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筑牢人才根基。

□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