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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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更多职工养成安全生产好习惯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打开电视， 尤其是智能电视， 必须先 “被看”
一段广告， 中途还关不掉， 已成为不少人的烦恼。
但更让人气愤的是， 上海电信将责任推给了消费
者。 虽然其最新回复时的态度较之前有所改观， 但
仍有必要观察其实际行动和整改效果， 并有必要以
更科学合理的规则解决消费者 “被看” 广告现象。
(7月7日 《北京青年报》） □王铎

天歌： 点开“滴滴出行”“去哪
儿旅行”“哈啰出行”等APP，显眼
位置均可看到 “借钱” ……不少
手机APP存在与自身主要业务毫
不相干的借贷功能 ， 并以低息 、
红包等作为噱头引导用户开户 。
APP “借钱” 满天飞， 背后暗藏
多重风险。 监管部门应持续加强
对手机APP开设借贷功能现象的
监管 ， 尤其是对于当前 “什么
APP都可以放贷” 的局面， 要有
更精准的规范和约束， 不能什么
APP都可以 “轻松借钱”。

智能生产线上的工匠培育难题需多方合力化解

企业实现了生产的转
型升级， 对技能人才的培
养不能还 “原地踏步”，否
则这会严重拖了企业智能
化改造的后腿。 不能让企
业智能化改造受困于工匠
培育难题。

□戴先任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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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各类APP
都能“轻松借钱”

关不掉

今年3月1日， 浙江温州永
嘉县发生的一起车祸， 致一名
女童当场死亡 。 监 控 视 频 显
示 ， 一辆红色轿车在路口左
转时 ， 被一辆直行的面包车
撞到车辆尾部 ， 碰撞导致红
色轿车的左后车门在惯性下打
开 ， 一名小女孩从车内被 狠
狠 甩 到 了 路 面 。 如 果 孩 子
当 时坐在安全座椅上 ， 悲剧
或许可以避免。 （7月6日 《法
治日报》）

少数家长对儿童安全座椅
持无所谓态度， 除了过于自信
的侥幸心理作祟外， 还与法律
对这种行为惩处力度的 “欠火
候”相关。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虽然已把配置儿童安全座
椅作为强制要求， 但对违反后
的惩罚措施却未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不少
地方已把儿童安全座椅写入地
方性法规中， 但与上位法同出
一辙的是， 多数地方性法规也
未补上惩罚措施不明的立法短
板， 只有深圳市明确了未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将被处以300元
罚款的处罚标准。 虽然上位法
因受原则性要求强的立法技术
掣肘， 不能对具体惩罚措施一
一列举， 但作为上位法有益补
充的地方性法规， 不出台具体
的惩罚措施则说不过。 如此不
但不能让保护儿童乘车安全的
立法意图照进现实， 反而还有
可能让法律在执行中陷入 “心
太软” 的尴尬， 需要引起足够
重视。

良法乃善治之前提。 面对
儿童安全座椅制度难以落地生
根而引发的诸多悲剧， 让法律
走出 “心太软” 的被动局面，
无疑势在必行。 在上位法不能
事无巨细对违反儿童安全座椅
制度逐一规定惩罚措施的情形
下， 各地在贯彻落实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地方立法中， 应就相
关违法行为明确具体的惩罚措
施 ， 促使法律在执行中跳出
“心太软” 的窠臼， 从而真正
以 “刚牙利齿” 般威慑， 为儿
童的乘车安全构筑起牢不可破
的 “法治墙”。

□张智全

劳动纠纷调解室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稳定

“午间一小时”
培训活动接地气

为儿童乘车安全筑起
牢不可破的“法治墙”“由于出现工伤状况， 我方

当事人请求公司予以相应赔偿。”
“我们在前期已支付部分赔偿的
前提下 ， 同意再支付一部分费
用。” 日前， 在绍兴市柯桥区社
会综合治理中心的劳动纠纷调解
室·工会工作室， 受伤职工与企
业的双方当事人代表在相互握手
后， 都紧紧握住了工会调解员的
手， 感谢 “娘家人” 的调解为他
们架起了这座 “连心桥”。 （7月
6日 《浙江工人日报》）

据报道， 当事人周某某是柯
桥一家建筑公司的员工， 由于在
工作中发生意外 ， 造成身体伤
残， 随后与公司就费用方面的赔
偿问题意见不一。 在得知员工诉

求后， 调解室工会调解员立马行
动起来， 来回在双方间进行调解
撮合。 在没有争执、 冲突的平和
氛围中达成共识， 取得了双方都
满意的效果。

该案件的成功调解， 是劳动
纠纷调解工作室工会调解员倾注
了自己的耐心和高度责任心， 切
实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 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典型。 对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实行合法权益
“双保护”，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 也有利于促进劳资关系
的和谐稳定。

笔者以为， 职工的合法权益
要保护， 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样需
要保护。 职工有职工的难处， 企

业也有企业的难处， 如果劳资双
方都能以法律为依据来主张自己
的权益， 就为双方的意见最后达
成共识打下了基础。 调解室工会
调解员的工作就是为劳资双方达
成共识搭桥铺路， 让调解工作依

法进入法治轨道， 及时化解劳动
纠纷。 愿更多劳动纠纷调解室为
劳资双方搭桥铺路 ， 真正做到
“案结事了”， 助力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

□周家和

近日， 江苏徐州市总 在 总
结 职 工 安 康 文 化 建 设 工 程
时 发 现 ， 其 “职工安全生产习
惯21天养成 ” 试行一年来硕果
累 累 ， 试点单位安全生产违规
率、 事故率显著下降 ， 正在全
市广泛 推行 。 （7月7日 《江苏
工人报 》）

据报道， 在全市实施职工安
全行为习惯21天养成专项行动，
是徐州市总创新安康文化系统工
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通过建立统
筹推进机制、 分类指导机制和跟
踪问效机制， 在全市生产经营类
企业中， 以工会牵头、 班组监督

和自我约束相结合的形式， 推进
安全生产习惯养成活动， 利用安
全文化的导向 、 凝聚 、 辐射功
能， 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企业
安全管理常识常规等知识最大限
度地向基层一线普及， 向班组一
线延伸。

笔者以为， 此次， 徐州市总
推行的 “职工安全生产习惯21天
养成” 法， 可谓是抓到了安全生
产的关键点和要害处： 首先， 安
全生产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敷衍，
职工必须从细节入手， 改变自己
的心智模式， 自觉地规范好生产
中的行为习惯。 安全生产习惯养

成法， 促动了职工安全的理念入
脑入心； 其次， 通过个人自查照
镜子、 班组互查量尺子、 专项检
查开方子的闭环管理机制， 把职
工生产中不良的习惯找准找全、
推进安全措施落实落细， 全力构
建了安全生产的防线； 第三， 搭
建积分管理激励平台， 并将安全
生产习惯纳入劳动保护示范评
选 ， 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意
识， 实现了 “要我安全” 到 “我
要安全” “我会安全” 的转变，
让更多职工养成了安全生产的好
习惯。

□费伟华

陶崇银：近日，椿树街道总工
会 “午间一小时” 系列活动再次
“起航”。今年，椿树街道总工会的
“午间一小时”系列活动将举行包
括 乐 聚 读 书 会 、Ukulele互 动 教
学、跳操健身指导、瑜伽健身指导
等项目在内的各类培训活动90余
场。 “午间一小时”开展丰富多彩
的职工培训活动， 确实非常接地
气， 期待这样的培训活动能在更
多的地方加以推广。

不少企业面临智能生产线上
的工匠培育难题 。 “人走经验
走， 换人如换刀”， 一些企业没
有高技能人才成长机制， 人走了
直 接 把 经 验 带 走 ， 再 培 养 新
人 ， 要从头来过 。 不仅浪费资

源， 还让智能生产所需的人才供
应不上。 专家呼吁， 形成完善、
系 统 的 工 匠 培 育 机 制 来 复 制
出 大 批的工匠 ， 有效支撑制造
业转型升级。 (7月7日 《工人日
报》)

智能化改造是制造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越来越多
的企业重视生产的转型升级， 但
与此同时， 一些企业虽然实现了
智能化生产， 但在对所需人才的
自主培养方面 ， 却没能与时俱
进 ， 仍处于 “经验为王 ” 的状
态， 没有随着生产的转型升级而
“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 不同于 “传统
制造”， 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需
要专业人才的 “驾驭”， 而目前

制造业本就存在高技能人才不足
的问题， 一些企业还没能转变培
育人才的观念， 没有高技能人才
成长机制 ， 人才培养定位不准
确， 并且一些企业也没有善待高
技能人才， 技能人才获得感、 认
同感不足， 就算招来了、 培养出
了需要的技能人才， 还是会留不
住。 这就让企业相应人才更加欠
缺， 出现 “人走经验走， 换人如
换刀” 的问题。

企业实现了生产的转型升
级 ， 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不能还
“原地踏步”， 否则这会严重拖了
企业智能化改造的后腿。 不能让
企业智能化改造受困于工匠培育
难题。

在这方面， 需要形成多方合

力， 才能化解智能线上的工匠
培育难题 。 如智能线上 “带不
出适合的好徒弟 ” ， 就暴露出
了 企 业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机 制 存
在 的 问 题 。 对 此 ， 企 业 要 能
真 正尊重与善待技能人才 ， 让
技能人才有获得感 、 成 就 感 ，
享受到应得的职业尊荣， 还要
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成长机制 。
同时，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要加
强校企合作， 学校、 专业培训机
构、 企业等合作成立工匠培 训
共享平台等 ， 解决技能人才不
足的问题。 国家、 地方政府， 也
要重视起来 ， 提高职业教 育 地
位 ， 给 予 企 业 和 学 校 更 多 激
励政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地方的

制造业企业目前仍然存在较为严
重的 “用工荒” 问题， 这与智能
线上 “带不出适合的好徒弟 ”，
既是不同的成因， 也是不同的问
题， 但也有相通之处。 比如技能
人才欠缺 ， 制造业企业留不住
人， 既影响到了制造业企业 “用
工荒”， 也造成了智能线上 “带
不出适合的好徒弟”。

所以， 对于 “人走经验走，
换人如换刀” 的智能生产线上的
工匠培育难题， 也要从制造业的
大环境来看待。 需要进一步优化
制造业发展环境， 这也有利于破
解智能生产线上的工匠培育难
题， 而这也能让企业顺利完成智
能化改造， 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