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12日发布 《“十四五” 新
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 放开放宽除个
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
记户口制度。 根据方案，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确保外地与本地农
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 全面放宽城
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
分落户政策， 精简积分项目， 确保社会保险缴纳
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鼓励取消年度
落户名额限制。 (7月12日 新华社） □王琪

“这场 ‘双向奔赴 ’ 之旅 ，
对我们今后的择业、 就业是一次
预演 ， 也是一次提醒 。” 7月11
日， 西南大学的几名学子回顾此
前参观中建五局三公司重庆分公
司广阳岛、 生态环境学院、 科学
谷 、 中建瑾和城等项目的场景
时， 一脸的意犹未尽。 （7月12
日 《工人日报》）

作为今后择业、 就业的一次
“预演”， 校企 “双向奔赴” 的教
学 ， 学生不仅到企业 “熟悉场

地”， 还早早地 “热身”， 也有利
于学生提前进入就业的角色， 比
如校企 “双向奔赴” 学生们在实
地参观过程中就自己平常所学的
理论知识与施工项目对照， 不时
提出问题， 项目管理人员耐心细
致地为大家解答。 这让学生无论
在心态转换和技能储备上， 都能
在毕业后更快与就业岗位 “无缝
对接”。

其实， 校企 “双向奔赴” 体
现的正是 “校企合作” 的育人模

式、 “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
“工学交替” 的教学方式。 无疑，
校企 “双向奔赴” 加深了 “校企
合作”， 学校可以更合理地安排
教学资源， 努力打通校企人才培
育、 储备和输送的每一环节， 加
快培养出更多的熟练工人， 既使
企业的人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也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
机会。 因此， 校企 “双向奔赴”
值得推广。

□钱夙伟

张全林： 废旧服装回收再利
用不仅可以缓解纺织行业资源短
缺的现状， 而且可以减少纺织行
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具有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无论
慈善募捐， 还是商业行为， 都需
要明确行业标准 、 规范处理流
程， 让社会放心。 我国不妨借鉴
国外的经验， 制定明确的法律法
规和相应的标准， 指导、 规范废
旧纺织品的回收再利用。

开展技术革新 、 攻关 、 改
造、 交流、 推广、 协作， 是许多
职工特别是工会工作者熟悉的工
作， 职工因此自愿结成的职工技
术协会， 就是工会领导下开展群
众性科技活动的社会团体。 几十
年来， 职工技协为推动经济发展
和技术进步所作的成就卓著， 贡

献巨大， 因而广受赞誉， 长盛不
衰。 不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职工技协也面临着新的问题需要
解决 ， 其中就包括激励机制问
题。

近日， 有从事职工技协工作
多年的工会干部谈到， 职工技协
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长期以
来， 职工技协会员始终坚持 “不
计名誉、 不计报酬， 利用业余时
间自发组织活动”， 他们开展技
术攻关、 革新、 改造等基本上是
无偿奉献， 不收取企业报酬。 但
他同时提出， 职工技协会员都是
某一专业的优秀技能人才， 其中
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奉献
独特技能、 创造经济价值， 作出
的贡献有目共睹、 有账可算， 市
场经济条件下， 是否应该考虑完
善激励措施， 给予适当报酬？

职工技协活动兴起于20世纪
60年代初期， 被誉为我国工人阶
级的伟大创举， 也是中国工会工
作的特色之一。 近60年来， 各级
职工技协组织始终坚持 “为国家
分忧 、 为企业解难 、 为职工服
务” 的宗旨， 紧紧围绕国家建设
大局和工会工作全局， 广泛开展
了技术革新、 技术攻关、 技术改
造、 技术交流、 技术推广、 技术
协作、 发明创造、 合理化建议等
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 、 竞赛活
动， 并且发现培养了一大批劳动
模范和高技能人才， 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无私奉献
的精神固然应该倡导， 但是， 如
果让高技能人才长期牺牲业余时
间作贡献却没有分文报酬， 显然

与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的理念不
合， 长此以往， 技能人才的积极
性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不利于专
利技术的保护， 难免带来技协活
动难以持续的问题。 还需要指出
的是， 个别企业私下邀请技能人
才并给付劳务报酬， 虽然仅是个
例， 却很值得重视。 如果这种现
象持续乃至扩大， 必然影响技协
组织的信誉、 技能人才的形象。

应该承认， 让技协会员劳有
所得， 是受益企业及工会组织的
共识， 但目前却很难有所突破。
究其原因， 一是如何理解 “非营
利”？ 二是贡献与报酬如何计算？
三是技协会员报酬通过什么形式
支付？ 四是这些报酬如何使用、
分配？ 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是，
税务部门、 人社部门、 纪检监察
部门形成统一意见， 规范执行。

对于技协成员特别是其中贡
献大、 效益高的优秀技能人才的
激励，当然不一定限于货币报酬。
在这方面各地也有探索， 如优先
评授荣誉称号、 评选优秀技术成
果等，但这样的机会、名额毕竟有
限，且未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职工技
协还需要在组织覆盖 、 领域拓
展 、 社会合作上不断探索新机
制， 推动技协活动从个人创新向
团队创新深化、 从公有制企业向
非公企业扩展、 从制造业向服务
业延伸、 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
提升， 持续推进技协工作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如此
全新、 深刻的变化， 都离不开必
要的激励机制。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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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高速路口也有‘妈妈
小屋’，不仅可以哺乳，还可以带
孩子休息。 ”近日，来山东烟台办
事的李女士对莱山高速收费站的
“工会妈妈小屋”称赞不已。据悉，
目前， 烟台已经建成1300多个帮
助女职工解决婴幼儿哺乳烦恼的
“工会妈妈小屋”。（7月12日《工人
日报》）

近年来， 烟台市总工会坚持
“建、管、用”三位一体推进，打造
了覆盖全市40余万名女职工的
“工会妈妈小屋”服务体系。同时，
把“工会妈妈小屋”建设作为实体
化职工之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坚持同部署、同督导、同推进，
各级工会每年初明确年度建设计
划，制定工作台账，对照标准指导
推进。

如此 “工会妈妈小屋”，获得
称赞， 是因为这项服务契合了哺
乳期女工的实际需求。

很长一个时期， 在很多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 因为缺少这样
一个私密空间， 给哺乳期女工带
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不便。 究其原
因， 是部分单位的观念出现了偏
差。他们十分注重生产、质量和效
益， 却忽视了哺乳期女工的实际
需求， 认为在哪给婴儿哺乳是女
工的“私事”，单位可以不管。事实
上，“工会妈妈小屋” 不仅关系到
哺乳期女工的便利和隐私， 还体
现出单位的服务工作是否到位，
是否人性化。

更可喜的是， 除了给婴儿哺
乳，“工会妈妈小屋”还有“延伸服
务”。烟台市总工会联合市卫健委
等有关部门， 组织妇幼专家定期
到“工会妈妈小屋”进行孕期、产
期、哺乳期专业指导，举办母婴护
理知识讲座。同时通过“工会妈妈
小屋” 了解掌握女职工思想动态
和工作生活日常， 帮助她们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 使 “工会妈妈小
屋” 真正成了哺乳期女工的温馨
家园。

女性理应得到尊重， 哺乳期
的女性，尤其需要呵护。 “尊重女
性，关爱后代”不应该只是一句口
号，而应该从“工会妈妈小屋”之
类的实事做起。 □余清明

职工技协会员都是某
一专业的优秀技能人才 ，
其中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奉献独特技能、 创造
经济价值， 作出的贡献有
目共睹、 有账可算， 市场
经济条件下， 是否应该考
虑完善激励措施， 给予适
当报酬？

校企“双向奔赴”拓宽高校学子“就业路”

■世象漫说

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潘铎印： “医美热” 折射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医疗美
容行业秩序关系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安全、 生活幸福体验。 遏制当
前医美行业乱象， 须重典治乱 、
猛药去疴， 用最严执法、 最严监
管、 最严准入、 最严处罚， 让违
法的单位或个人付出承受不起的
代价， 从根本上遏制医疗美容行
业乱象， 促使行业规范发展， 切
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障消
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职工技协会员创造经济效益该不该有所报酬？

劳模精神主题地铁站是弘扬劳模精神的好平台

遏制医美行业乱象
必须重拳出击

“工会妈妈小屋”，
哺乳期女工的温馨家园

旧衣回收需要
行业标准指引

7月11日 ， 记者走进全国首
座劳模精神主题地铁站———郑州
地铁五一公园站， 让参观者在不
知不觉中感受劳模精神、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的感召力， 激发奋
进的力量。 （7月12日 《河南工
人日报》）

据报道， 该地铁站劳模精神
主题展示共分 “点亮劳动之光”
“礼赞劳动之美” “唱响劳动之
歌” 三部分， 分别以工匠红为主
色彩， 以城市劳动者的背影与工
匠精神内涵相呼应； 以 “匠” 字
为设计元素， 设计了劳动模范人
物代表展示区 、 参观拍照打卡
区 、 荣誉展示区 ； 以 “五一之

路” 为主要内容， 展示了河南工
人运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

劳模精神主题地铁站以城市
公共交通人流量很大的地铁站为
载体， 试图通过劳模精神主题的
展示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劳模形象、劳
模精神成为乘客眼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此举不仅提升了地铁站
的文化形象， 而且对提升城市品
位也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
营造人人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
当劳模的良好社会氛围。

劳动模范在各自工作岗位上
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是我国广
大劳动者的杰出代表， 劳模精神

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个
劳模就是一面面砥砺奋进的光辉
旗帜。 新的时代开启新的征程，
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劳模精
神。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郑州劳
模精神主题地铁站， 是一个弘扬

劳模精神的好平台。 它把地铁站
的为民服务功能和弘扬劳模精神
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可谓是以更
直观、 更接地气的形式展示了劳
模风采， 创新了宣传方式， 活化
了宣教内容。 □周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