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如何吸
引更多年轻人当工人， 为振兴和
发展制造业引才、 留人成了热点
话题。 对于一些年轻人 “宁肯跑
外卖 ， 不愿进工厂 ” 的委婉批
评， 还引发了热议、 争论。 这的
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许多人提到， 过去当工人是
个让人羡慕的职业， 而现在 “工

厂正逐渐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
力。” 这是为什么？ 简单的答案
并不复杂———那时待遇好， 地位
高。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当工人
有获得感、 价值感、 幸福感。 今
天的年轻人不愿当工人， 自然与
此有关。 更重要的是， 时代不同
了， 各种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 ， 科学技术进
步， 社会分工细化， 就业渠道拓
宽， 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 年轻人择业有了更
多的选项， 如果进工厂不能给他
们带来父辈的种种荣光， 他们自
然会 “用脚投票”。

其实 ， 许多年轻人 “跑外
卖” 并非理想的职业选择， 即使
劳动时间相对 “自由”， 收入可
能略高于许多工厂， 却又常常陷
于 “算法困境”， 职业发展前景
也不明朗 ， 因而频繁 “跳槽 ”，

流失率高， 以致快递员成了位居
前十的 “最缺工种”。

明了了前述种种， 吸引年轻
人进工厂、 当工人就须 “对症下
药 ”。 今年两会上 ， 许多代表 、
委员纷纷开出 “药方”：

“年轻人需要感觉到被尊
重、 被认可， 要让他们拥有实现
自我价值的平台和空间。 建立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企业来说至
关重要， 要将 ‘人手’ 培育成人
才。”

“企业要善听和重视年轻人
的声音， 并调整改善， 让技术工
人看得到成长成才的希望、 感受
到企业以人为本的关怀。”

“畅通的晋升机制让年轻人
更有安全感， 也能充分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 让年轻人据此制定清
晰的职业规划， 一步一个脚印地
专心提升本领。”

“作为管理者， 不能只抓业
绩， 员工每天的工作状态直接影
响工作成果。 一定要多和他们沟
通交流。”

“收入上提高 、 困难上帮
助、 工作上改善、 生活上关怀、
成长上助力， 与企业共享发展成
果， 才有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工
厂， 并踏实留下来。”

“要给产业工人更多的自由
和尊严， 真正提升他们的经济待
遇、 社会地位。 在这样的基础上
宣传产业工人的优秀精神品质，
弘 扬 工 匠 精 神 ， 才 更 有 说 服
力。”

……
总之， 可上升的发展空间、

良好的学习机会， 人性化的管理
制度、 适宜的工作环境……如今
的年轻人对就业的 “软硬件” 有
着更多的期待。 能不能有针对性

地回应他们， 成为制造业吸引人
才、 留住人才的一大关键。 而制
造业生产线普遍劳动强度较大、
工作环境艰苦、 管理严苛， 正是
企业招不来 、 留不住年轻人的
“痛点”。 因此， 企业不仅要适应
年轻人的思维方式， 了解青年员
工的需求， 大到职业发展、 小到
住宿饮食， 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就
业环境， 而且要加快企业科技进
步， 升级换代， 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员工待遇， 更好地引才、 留
人。

为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包括吸
引年轻人当工人的政策 、 措施，
如何落实、 见效， 企业特别是国
企央企要发挥主体和带头作用，
让当工人更有价值感、 获得感，
切实感受到 “穿工装的职业荣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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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

苑广阔：半夜打印店关了门，
群里一呼， 立即有人应：“我家有
打印机”……近日，武汉市江岸区
上海公馆6号楼一位业主在武汉
城市留言板上留言说：“小区业主
群几乎成了邻里互助的守望台，
很暖心。”有了业主群，大家就可
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彼此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进行互助。这既可
有效降低生活成本， 同时还能增
进邻里关系。

“一定要嘱咐职工随身携
带小药瓶， 关键时刻可用来救
命。” 近日， 在渤海钻探第二
固井公司大港项目部， 工会与
安全部门工作人员正在为职工
发放便携式应急小药瓶， 并告
知携带小药瓶的重要性。 （3
月17日 《天津工人报》）

据媒体报道， 近年来， 为
了确保职工在遇到心血管等突
发疾病时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
救治， 该公司工会联合安全部
门为全体职工配发了便携式应
急小药瓶。 小药瓶为食品级铝
合金材质制作， 具有防水性能
好、 不透光、 重量轻、 上下双
格储备等优点。 53岁的项目部
井口班工人孙保国说， “我们
一线工人经常在野外作业。 我
身体不好， 把速效救心丸等急
救药品放在小药瓶里面。 小药
瓶可以挂包上也可以挂钥匙链
上， 携带很方便。 关键时刻，
它是我真正的 ‘救命药’。”

现在许多企业都把关爱职
工健康， 作为企业文化建设和
安全生产管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 有的每年组织职工进行一
次健康体检， 有的还为职工建
立个人健康档案和高风险人群
监护机制等。 但像渤海钻探第
二固井公司大港项目部那样如
此细致贴心的为职工健康服务
的务实举措， 确实不多见。

笔者以为， 为职工健康服
务重在精准， 贵在精细。 在野
外作业的一线工人， 一旦出现
身体不适等意外紧急情况， 相
比于在企业车间工作的职工来
说， 更需要使用急救用品进行
自救和同事间的互救。 企业为
职工免费配发一个小小 “应急
小药瓶”， 犹如为职工新增了
一道 “健康防火墙”， 关键时
刻能在第一时间让患病职工得
到及时有效救治， 起到救命的
大作用 。 精准之处 ， 最见功
夫， 精细之处， 最见真情。 一
个 “应急小药瓶”， 关乎职工
健康的大事， 体现了企业为职
工健康服务的用心、 用情和用
力， 值得点赞。 □周家和

工会“订单式培训”为何受欢迎

近期， 一种号称 “无货源开店” 的广告在
一些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兴起。 这类广告宣
称 ， 只要交几百元就能享受 “开店指导 ” 和
“内部货源”， 开店者通过赚取消费者的 “信息
差”， 从而实现 “坐在家里收钱”。 杭州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陈兆波提醒， 市面上
不少 “无货源开店” 广告是以诈骗为目的； 公
众在遇到 “躺着就可以赚钱” 之类的宣传标语
时， 一定要多个心眼， 谨防上当。 （3月1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为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 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包括吸引年轻人当工人的
政策、 措施， 如何落实、 见
效， 企业特别是国企央企要
发挥主体和带头作用， 让当
工人更有价值感 、 获得感 ，
切实感受到 “穿工装的职业
荣光”。

“前两天在工会下发的 ‘菜
单 ’ 中选择了 ‘亚健康讲座 ’，
今天就安排上了， 订单式服务太
贴心了！” 近日， 纳爱斯正定有
限公司职工周卓鑫兴奋地对记者
说。 他口中的订单式服务由石工
大讲堂打造。 当前， 该讲堂在河
北省石家庄市职工和企事业单位
中大受欢迎， 推出订单式培训服
务仅一周， 就收到300多个订单。
（3月17日 《工人日报》）

石工大讲堂是石家庄市总工
会主办、 市职工服务中心承办的
线下授课、 线上直播的学习交流
平台。 今年， 石工大讲堂在以往

课程的基础上， 为职工提供菜单
式订制服务， 开设了涵盖传统文
化、 技术技能、 心理健康等9个
板块86种课程。 职工和企业可按
需 “点菜 ” ， 由工会精心 “备
菜”、 贴心 “送菜”。

许多单位都在开展讲座、培
训，同时，许多单位的讲座、培训
仍在延续 “你讲我听” 的单一模
式。 也就是说， 单位安排什么内
容，职工就只能听什么内容。至于
这些讲座培训的内容是不是职工
迫切需要，往往无人过问。这样的
讲座培训，效果往往差强人意。而
“点单式”讲座，则由“你讲我听”

变成了“我点你讲”，职工由被动
的听众变身为主动的 “点菜人”。
因为是职工自己点的内容， 自己
自然会愿意听、认真学，效果也就
可想而知。

“订单式培训” 大受欢迎，
是因为它给职工提供了精准服
务， 服务到了职工的心坎上。 企
业讲座培训， 首先要倾听职工意
见， 畅通职工 “点菜” 渠道， 工
会再精心 “备菜” “送菜”。 每
次职工品尝完 “菜品” 后， 工会
还可以收集职工的感受和意见，
不断总结经验， 从而提高培训质
量。 □余清明

李雪：据媒体报道，一些短视
频博主为了吸引流量， 不惜哗众
取宠，故意设计怪异、低俗表演等
内容增加曝光度。近年来，虽然监
管部门不断加大对短视频低俗内
容的治理力度， 但短视频低俗化
现象并没有根除， 有的主播被处
理后“换马甲”再度开播，严重污
染网络环境。 不能任由低俗短视
频污染网络环境。 平台应当强化
对内容的审核监管，及时删除、下
架低俗短视频并注销其账号。这
不仅是为了短视频发展负责，更
是平台应尽的社会责任。

一届圆满的冬残奥会， 让世
界看到了北京残疾人事业和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迅猛发展。 以冬残
奥会为新的起点， 今后如何更加
深入地推动助残服务保障的进
步？ 近一周来， 记者采访了大量
残障人士， 大家所想各有侧重，
但方向出奇的一致———希望残疾
人辅具更加凸显个性化， 甚至实
现助残服务保障的 “私人订制”。
（3月16日 《北京日报》）

原北京肢残人协会主席刘京
生家中的一颗螺丝钉， 令人五味
杂陈。 刘京生在一块搓衣板的上
沿嵌入一颗圆帽的螺丝钉， 并将

搓衣板用铁合页固定在墙面上。
这样一来， 只需咬住毛巾盖在螺
丝帽上， 刘京生就能利用毛巾上
的小小凸起， 帮助失去双臂的自
己擦干耳廓里的水。 这一看似不
起眼， 却又很实用的 “土设计”，
既体现了残障人士的自立自强精
神 ， 又说明了残疾人辅具个性
化、 精细化的重要性。 助残服务
要想实现 “私人订制”， 需要企
业、政府和全社会多方发力。

过去， 残疾人辅具难以做到
“私人订制”， 很大程度上源于小
众化。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 ，
研发这类产品的性价比不高， 企

业缺乏积极性。 然而， 换个角度
思考， 恰恰是许多企业不愿涉足
的个性化辅具领域， 反而可以成
为企业另辟蹊径的 “蓝海”。 企
业不妨走进残障人士群体， 认真

聆听他们的诉求， 在一些残疾人
的 “小发明 ” “小创造 ” 基础
上 ， 进一步改造成为个性化辅
具。 只要产品契合需求， 就不愁
没有销路。 □张涛

助残辅具“私人订制”需多方发力

小区业主群应成为
增进邻里关系的“神器”

不能任由低俗短视频
污染网络环境

“应急小药瓶”
体现对职工贴心服务

吸引年轻人进工厂当工人须“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