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方便危重症患者及行动不
便的工伤职工足不出户参加劳动
能力鉴定， 青岛市人社局创新建
立了 “远程视频劳动能力鉴定系
统”，手机“一点”即能及时享受社
保待遇。 自去年疫情期间推行此

服务模式以来， 青岛市社保中心
共对140余名重症职工进行了远
程鉴定服务。 今年3月，远程视频
劳动能力鉴定平台上线启用后，
共为34名重症职工进行了远程鉴
定，受到工伤打工者的一致好评。
（5月21日 《工人日报》）

劳动能力鉴定， 是指通过对
一个人从事体力工作的能力的鉴
定 ， 确定其劳动能力丧失的程
度， 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工伤伤残
等级鉴定和因病办理病退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 ， 其程序较为复
杂。 由于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决定
着劳动者权益的兑现， 相关鉴定
机构为保证鉴定结果的公平， 一
般不轻易简化程序， 以致不少劳
动者为寻求一纸劳动能力鉴定结
果四处奔波， 并由此陷入较为漫
长的等待困境而备受煎熬。

民有所盼， 政有所应。 青岛

市开通 “远程视频劳动能力鉴定
系统”， 工伤劳动者只要 “一点”
手机， 即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劳动能力鉴定并获得鉴定结果，
及时享受到相关社保待遇。 这种
以科技赋能解决劳动能力鉴定耗
时费力难题的举措， 创新了劳动
能力鉴定的服务模式， 能更快实
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无疑值
得充分肯定。

在传统劳动能力鉴定模式
下， 不少劳动者之所以陷入漫长
等待的煎熬中， 不是因为鉴定程
序的复杂， 而是缘于劳动者奔波
在鉴定路上的费时耗力。实际上，
复杂的程序并不是致劳动者在劳
动能力鉴定中陷入漫长等待的原
罪，相反，复杂程序的设置更有助
于确保劳动能力鉴定结果的科学
合理性和公平性。因此，对于该问
题的解决， 不能通过牺牲劳动能

力鉴定的科学合理性和公平性来
简化程序， 而应着眼如何减少劳
动者在鉴定路上的奔波劳累。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
用， 让劳动者不再为劳动能力的
鉴定奔波在路上，已是水到渠成。
相关职能部门只要适时推出 “远
程视频劳动能力鉴定系统”，即可
让困扰劳动者在劳动能力鉴定中
遭遇的漫长等待难题迎刃而解。
在线上劳动能力鉴定模式下，劳
动者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地高效率
完成劳动能力鉴定。 各地应借鉴
复制青岛市的这种创新做法，让
更多劳动者摆脱劳动能力鉴定中
的奔波劳累之苦。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远程视
频劳动能力鉴定系统” 的开通和
应用， 表面上虽然只是免除了劳
动者在鉴定中的奔波劳累， 但也

因鉴定时间的大幅减少而间接提
升了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效率。 现
实中， 不少劳动者还未等到鉴定
结果已经撒手人寰的个案并不鲜
见。 在不能大幅简化劳动能力鉴
定科学合理程序的情形下， 只有
用科技的赋能提升劳动能力鉴定
效率， 才能让劳动者依法应享受
的权益及时兑现， 从而在更高效
率上让劳动能力鉴定惠及劳动者
权益的依法保护。

当然， 在让科技赋能劳动能
力鉴定提速的同时， 更要注重此
项创新服务举措的“增值”。 这就
要求主导线上远程劳动能力鉴定
的职能部门， 设计出密不透风的
监管长效机制， 让线上远程劳动
能力鉴定始终规范在透明公开的
轨道上， 确保鉴定结果的公平公
正， 促其真正释放出预期的满满
正能量。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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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亟待制度“护航”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记者从四川省人社厅了解到， 《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一年来， 四川已查
办欠薪案件674件， 为1.5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1.7
亿元。 （5月23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叶金福： 在很多老小区， 防
盗窗几乎是 “标配 ”。 但当火灾
来临时， 封死的防盗窗又成了逃
生的 “拦路虎”， 不仅会使被困
者无路可逃， 还会拖延消防救援
的速度。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消
防救援支队通报了一起火警， 因
为安装了 “活动式 ” 防盗窗 ，
“救” 了6条命。 各地不妨多多借
鉴和推广安装 “活动式” 防盗窗
的好做法， 确保家中火灾等事故
发生时 ， 住户可以通过 “活动
式” 防盗窗这一 “特殊通道” 实
现自救逃生。

科技赋能劳动能力鉴定让工伤职工“零等待”
青岛市开通“远程视频

劳动能力鉴定系统”， 工伤
劳动者只要“一点”手机，即
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劳
动能力鉴定并获得鉴定结
果，及时享受到相关社保待
遇。这种以科技赋能解决劳
动能力鉴定耗时费力难题
的举措，创新了劳动能力鉴定
的服务模式，能更快实现对
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无疑值
得充分肯定。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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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银行”
安全和贴心最重要

为技能人才“亮绝活”
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前溪： 海南首家 “肯德基食
物银行” 公益试点项目22日在滨
海肯德基餐厅启动， 将未售完的
余量食物通过在餐厅门口设置
“勤俭节约自取站” 的形式 ， 免
费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 倡导勤
俭节约新风尚。 “食物银行” 除了
保障食品安全 ， 还需要做得贴
心， 让受赠者觉得贴心温暖。

“活动式”防盗窗
应推而广之

追发工资

伴随着钻头 “嗡嗡” 的运
转声， 河南能源永煤公司车集
煤矿的钳工孙洋洋聚精会神地
操纵着高速运转的台钻， 在一
张厚度仅为0.1mm的A4纸上精
准地钻了一个孔， 且没有划伤
下面的书皮 。 “好 ！ 成功 ！”
周围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孙洋
洋完美展现了令人叹服的绝
活———台钻钻A4纸。 （5月24
日 《河南工人日报》）

据报道， 近日， 在永煤公
司2021年职工技能竞赛启动仪
式暨首届职工绝活展演现场，
从基层推荐的105个项目中精
选出的26个项目一字排开， 陆
续展演。 孙洋洋等来自各单位
的技术精英们展绝技 、 秀绝
招、 亮绝活， 各显神通。

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
到、 看到文艺界明星在舞台上
秀才艺， 很少看到有职工技能
人才现场 “亮绝活” 的表演。
笔者并不反对各类媒体举办的
文艺界明星秀才艺的宣传活
动， 但我们这个社会是由方方
面面的人组成的， 仅宣传文艺
明星， 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是不
够的。 艺术明星是人才， “亮
绝活” 的技术工人也是人才，
同样需要社会的宣传和关注。

永煤公司在职工技能竞赛
启动仪式上进行职工绝活展
演， 表面上看， 亮的是与企业
生产关联不大的绝活， 实际上
展示的是一种工匠精神 。 试
想， 孙洋洋若不是在台钻工作
岗位上有精益求精的技术， 能
有在0.1mm厚度的纸上钻孔 ，
不划伤下面书皮的绝活？

笔者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
和工会组织要进一步为技能人
才 “亮绝活”， 提供更为广阔
的展示平台。 既要瞄准生产需
求、 规范竞赛标准流程， 又要
优化机制、 扩大竞赛范围， 让
更多技能人才有脱颖而出的展
示机会。 同时对技能大赛获胜
者， 不仅要在物质和精神上给
予奖励， 还要加大宣传， 让他
们成为职工 “明星”。

□周家和

整日奔走在路上的 “小哥”、
常常奋战到深夜的 “主播”、 忙
碌穿梭于各大片场的群演……新
经济、 新技术的发展成为灵活就
业群体迅速成长的 “土壤”， 越
来越多花式职业登上 “新职业目
录” 的同时， 保障缺失等现实问
题也逐步显现。 （5月23日 《劳
动报》）

新经济、 新技术催生着新业
态的发展， 而这也为劳动者就业
创收增加了更广阔的平台。 但不
容忽视的是， 灵活就业所面临的
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诚如有专家

表示， 新就业形态通过 “去劳动
关系化 ” ， 去除了劳动关系的
“强从属、 强保障” 属性， 代之
以所谓的 “无从属、 无保障” 而
实现其高度灵活化， 然而其真实
的属性是 “弱从属、 无保障”。

针对灵活就业所面临的诸多
问题， 关键是各方面重视起来。
从国家层面来看， 就需要进一步
完善相关劳动法规 。 5月12日 ，
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确定了进一步
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 包括研究
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 推动

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
社保的户籍限制等。

从行业自身来讲， 也应通过
制度完善让劳动者权益更有保
障。 比如， 用工企业和平台作为
新业态经济主要受益者， 在努力
实现用工规范化、 管理精细化的
同时， 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
的职业伤害保障机制， 为新业态
从业人员提供基本保障。 建立健
全行业自律监管机制， 充分发挥
行业协会 、 企业工会组织的自
治、 协调、 解纷功能， 让从业者
权益更有保障。 □杨李喆

近日， 全总文工团40多位演
职人员， 带着10余个精心准备的
精彩节目， 来到北京市顺义区高
丽营镇金马工业园， 看望慰问在
此辛勤工作的快递企业基层职
工。 200余名相关快递企业职工
观看了演出。 （5月23日 《工人
日报》）

全总文工团到快递企业进行
慰问， 让快递企业基层职工乐享
文化盛宴， 无疑丰富了职工群众
的文化生活， 有效提升群众的精
神生活品质， 为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注入新的活力， 这是保障广大
职工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改善文

化民生的现实需要。 同时， 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也是改
善文化民生的重要途径。

职工群众有没有 “获得感”，
是检验一项政策成败的重要标
准。文化惠民让人民群众有“获得
感”，既是出发点，也应该是落脚
点。 要认识到，增进民生福祉，既
有物质方面看得见摸得着的 “获
得感”，也包括精神层面的“获得
感”，让职工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
展成果，让每个人有精神追求。

当然 ， 文化惠民 ， 搭好了
台， 还得唱好戏。 要让好戏常演
不衰， 不能光靠 “送”， 更要靠

“种”。 “送文化” 营造出浓郁的
氛围， 而 “种文化” 才能激活心
中的种子。 无论是发展文化培训
基地， 还是组织广场舞、 诗朗诵

比赛， 让职工群众在基层文化活
动中唱主角， 自我表现、 自我教
育、 自我服务， 共同汇聚起汩汩
流淌的文化洪流。 □沈峰

慰问演出进企业，职工群众获得感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