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建兵： 职业培训券是人社
部门给劳动者的一张 “技能充值
卡”。 据媒体报道， 截至2021年
末 ， 全 国 共 发 放 职 业 培 训 券
1926.72万张 ， 用券500.72万张 。
发放职业培训券， 可以提高民众
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实施职工技
能提升补贴， 有利于推动创新，
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希望各地通
过发放职业培训券， 让更多的人
接受职业培训。

2022年春节期间， 记者走访
发现，选购年宵花成为甘肃人“年
货必备清单”中的一项；随着立春
时节、情人节的临近，多种年宵花
卉进入热销模式，个性化、私人定
制的“花样经济”走俏中国西北新
年。 （2月3日 中新网）

在一些地方 ， 年宵花登上
“年货必备清单”， 人们不仅用年
宵花装饰自己的家， 还买年宵花
当做年礼送给亲朋好友。 这种变
化， 折射出春节消费的升级， 折
射出年俗年味的升级， 也折射出
过年价值观的升级。

之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 很多人过年的主题或追求就

是 “吃顿好的 ” “穿件新衣 ”，
而食品、 酒、 水果、 衣服、 鞭炮
等也是 “年货必备清单” 或 “年
礼必备清单” 上的主项。 随着社
会不断发展， 民众的生活水平逐
渐提升， 过年的需求和选择日趋
多元， 过年的品位和质量越来越
高。 满足了吃喝穿等生理层次的
过年需求之后， 人们开始追求更
高层次的过年需求， 开始体验更
多新年俗， 品尝更多新年味。 以
旅游、 健身、 文化消费等方式过
年逐渐成为时髦， 实际上， 由年
宵花的走俏所代表的 “花样过
年” 与前述过年新方式一样， 也
是一种新年俗 。 花花草草不能

吃， 不能穿， 只能看， 只能赏，
不是春节传统消费的刚需， 只能
对过年起到 “锦上添花 ” 的作
用。 人们肯为花花草草花钱， 甚
至花不少钱， 把花花草草直接买

上 “年货必备清单”， 买成春节
消费的新刚需， 说明人们更加追
求过年的多元价值、 多元美感，
更注重享受过年的多元乐趣。

□李英锋

春节长假结束， 各类企业与
单位， 都重新 “开工” 了。 新年
应该有个新气象， 有两件事需要
提个醒儿。

其一， 关于节日加班费。 休
息了七天重返工作岗位， 许多人

意犹未尽 ， 但有些春节加班工
作、 没有能够休息的劳动者， 恐
怕还要为追讨加班费劳神费力。
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许多
人“就地过年”，加班者可能更多。

劳动应该付酬， 额外劳动应
该额外付酬， 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儿。 特别是春节加班， 劳动者不
仅放弃了法定的休息权利， 而且
割舍了与家人团聚的亲情， 更应
该给予相应的补偿。 因此， 法律
规定了三倍的薪酬标准并且不得
以补休抵偿， 以保障劳动者合法
权益。 然而， 现实中这种法定权
益却往往落空， 每逢节假日都会
成为公众话题， 似乎从未根本解
决， 这是为什么？

说起来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
面是某些用人单位利用劳动者迫

于就业竞争压力， 为 “保饭碗”
而 “舍权益” 的心理， 明知有法
律规定， 仍想方设法拒付或少付
加班费； 另一方面是一些劳动者
对法律规定和自身权益缺乏了
解， 对用工单位变相折扣、 降低
标准或以其它形式替代加班费的
隐性侵权难以辨识， 不懂得依法
争取自己的权益。 面对这样的现
实，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严格
依法办事。

逐利是资本的本能。 为了降
低成本、 增加利润， 克扣劳动者
加班费几乎成了某些用人单位的
“惯用” 手段， 显然， 寄希望于
他们的 “自觉” 是不现实的。 劳
动者维权意识和能力的提高需要
一个过程， 况且， 在劳资博弈中
劳方总是弱于资方的， 因此， 让

劳动者自己维权也是勉为其难。
真正有权力也有能力解决加

班费问题的是政府执法机构。 政
府应依法行政， 严格执法， 对用
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产生震慑力，
运用行政、 法律等多种手段解决
节日加班薪酬问题， 有投诉就处
理， 发现问题就纠正， 其结果肯
定远比启发用人单位觉悟、 促使
劳动者行动要迅速得多， 也有效
得多。 在这个问题上， 工会有责
任提请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注
意， 并且应该为劳动者提供必要
的法律援助。

其二， 关于 “节后综合征”。
七天的假期不算短， 休闲容易使
人犯懒。 有人把年后 “开工” 迟
迟不能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称之
为 “节后综合征”。

少数部门 “开工” 不能进入
正常工作状态， 普通百姓却必须
打起精神去劳作， 不劳作就有衣
食之忧； 有些事还必须抓紧办，
耽误了就可能影响正常生活。 群
众找到政府机关， 必是有非经政
府办不成的事情 ， 倘若拖延耽
误 ， 在某些部门眼里不过是小
事， 对于百姓而言就是大事， 而
且关乎政府机关是执政理念与工
作作风。

落实劳动者节日加班费、 督
促机关人员年后进入正常工作状
态， 都是老生常谈， 之所以一说
再说， 是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彻
底解决。 新年伊始， 希望用人单
位和各级服务窗口单位以新的态
度与面貌 ， 真心诚意对待劳动
者， 踏踏实实为民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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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劳动者节日加班
费 、 督促机关人员年后进
入正常工作状态 ， 都是老
生常谈， 之所以一说再说，
是因为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新年伊始 ， 希望用人单位
与服务窗口以新的态度与
面貌 ， 真心诚意对待劳动
者， 踏踏实实为民众服务。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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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送货不打烊

职业培训券
是一张“技能充值卡”

先导公司福利待遇好， 不
仅离家近 ， 还能有不错的收
入！” 2月5日， 浙江常山县辉
埠镇彭川村青年王飞相告， 他
和妻子顺利通过面试， 2月中
旬将双双入职浙江先导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王飞2015年毕业
于中国计量学院工业工程与管
理专业。 今年1月， 在辉埠镇
举行的 “网格入户送岗位” 活
动中， 他与家门口的企业浙江
先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 ， 担任公司品质工程师 。
（2月6日 《衢州日报》）

据报道， 常山县相继出台
支持企业留工优工促生产政
策， 打好企业用工 “组合拳”。
春节前， 该县人力社保局开通
微信 “常山云招聘” 平台， 紧
盯省市县外人员留岗、 返岗及
本地人员返乡情况 ， 以 “线
上+线下” 模式开展一系列招
聘活动， 搭好企业和求职者交
流平台 。 还利用春节返乡契
机， 在村社积极开展 “网格入
户送岗位” 活动， 打造企业和
农村劳动力对接 “直通车 ”。
同时， 发动全县机关单位深入
开展 “我为企业荐一员 ” 活
动， 党员干部 “一对一” 入企
服务招工， 以一人 “荐一员”
形式帮助破解企业招工难题。

春节期间外地务工人员的
“返乡潮”，造成了节后招工、用
工难，成为了企业发展中的“痛
点”。特别是一些订单多、生产
任务重的企业更是为缺少劳动
力而急得团团转。 如何破解企
业的“急难愁盼”？笔者以为，常
山县企业用工 “组合拳” 打得
好：一是上下联动，多管齐下，
把招工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基
层， 通过 “网格入户送岗位”
的形式， 扩大了影响力和辐射
面； 二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外地
务工人员留岗和返乡情况，打
好“亲情牌”和“老乡牌”，发挥
了亲戚带亲戚、 老乡带老乡的
作用； 三是开展 “我为企业荐
一员” 活动， 让机关单位的党
员干部 “一对一” 入企服务招
工， 破解企业招工难题。 这样
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借鉴！

□费伟华

“孝亲围巾”邮寄回家体现关爱之情

送岗到家门口
这个服务可以有

春节， 人们忙碌着过年团聚， 全国各地、 包
括海外一些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华人， 不会忘
记远方的亲人，彼此互寄礼物、土特产，通过快递
传递亲情，表达思念、思乡之情。 快递物流节前出
现井喷。连日来，记者探访多家快递营业点及国际
邮件处理中心， 了解快递邮件之路的各环节及快
递小哥的辛苦工作。 (2月6日 《长江日报》）

□王铎

“没想到工会给我们 这 些
外 地 职 工 的 父 母 寄 来 新 年 礼
物， 礼包中还有一封丹阳市委书
记的信……” 收到江苏省镇江市
丹阳市总工会寄去的两条围巾
后， 东方光学有限公司职工许志
勇的父亲特地打来电话表示感
谢。 （1月31日 《工人日报》）

的确， 一条小小的围巾不仅
能 带 来 温 暖 ， 更 是 一 条 情 感
的纽带， 维系着亲情。 据了解，
前不久 ， 丹阳市总工会举办的
“送五福” 之 “孝亲福” 活动上
线， 第一波福利是1000条专属丹

阳外来务工人员家属的围巾。 目
前， “孝亲福” 活动大礼包已陆
续邮寄到全国各地， 400多个新
丹阳人的家属陆续收到新年祝
福。

应该说， 工会组织给在本地
工作的外地员工家属邮寄围巾是
一个很好的创意。 一方面， 体现
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孝道。 孝敬父
母是美德， 传承了一种文化。 工
会组织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仅让
外地员工家属感到温暖， 更促进
了家庭的和睦与和谐。 同时， 这
样的活动， 对我们社会也是积极

的引导。
另一方面， 这样的活动， 也

体现了工会组织对员工的关爱。
外地员工对当地经济建设发展做
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工会组织举
办的这样活动， 增加了员工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春节是万家团聚的节日， 工
会组织把围巾邮寄给外地员工的
家属， 充满了温情， 这样的关爱
之举， 必将凝心聚力， 让外地员
工和他们工作的城市融为一体，
更加安心地工作。

□陶象龙

年后“开工”，劳动者权益维护也应同步“复工”

年宵花走俏折射年俗“升级”

为剩余年货
找个好去处

徐曙光： 春节期间， 不少人
家里牛奶、 水果等拜年礼堆积如
山，尤其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这
些东西短时间内无法消耗， 放久
了难免坏掉或者过期， 到时白白
扔掉。预防剩余年货带来的烦恼，
首先要树立正确消费观， 在节前
合理购置年货， 不买或少买一些
不实用的赠品， 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 剩余年货浪费现象不容
小觑，给剩余年货找个去处，不妨
从身边入手，从小事做起，年货确
实用不完， 不妨及时送给身边有
需要的人，和他们共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