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训练师、 信息安全渗透测试员、 陪
诊师、 互联网营销师、 网约配送员、 在线学习服
务师……7月 ， 人社部向社会公示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与2015年版大
典相比， 新版大典增加了法律事务及辅助人员等
4个种类， 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等15个小类，
碳汇计量评估师等155个职业。 新职业从业者有
了 “身份证” 后， 职业生态有何改变？ 又有哪些
新烦恼需要解决？ （8月15日 《工人日报》）

□王铎

近日，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
卫生健康局、 鼎湖区总工会联合
举办2022年职业健康教育线上线
下培训班 ， 吸引了 1190人次收
看 。 培训班旨在深入宣传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健康广东行
动 （2019-2030年）》， 普及职业
健康知识， 提升劳动者职业健康
素养， 推动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
防治主体责任， 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注支持职业健康的浓厚氛围。
（8月15日 《西江日报》）

肇庆市鼎湖区开展职业健康
教育培训， 通过普及职业病防治

知识， 进一步落实用人单位职业
病防治主体责任， 增强全社会职
业健康意识， 有效提高劳动者健
康水平， 是十分必要的。 没有全
民健康 ， 就没有全面小康 。 所
以， 职业健康正是全民健康重要
的一环。 我国 《职业病防治法》
自2001年颁布以来， 先后经过两
次修订， 为劳动者筑起一道职业
健康 “防火墙”， 彰显了国家对
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高度重视。

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关键是
要预防。 一方面要健全防治管理
机制， 压实责任促落实。 企业作

为用人单位的主体， 理应树立人
本思想， 深刻认识到职业病的危
害， 加强对劳动者健康的重视。
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职业病防护
知识的普及力度， 加强对劳动者
的宣传教育， 提升劳动者职业健
康素养。 同时， 完善监督机制，
如要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让生产
一线的职工成为职业病防护的
“吹哨人”， 及时举报揭露侵犯劳
动者职业健康的违法行为 。 同
时， 各级工会也应做好劳动者维
权的坚强后盾， 呵护好劳动者的
职业健康。 □沈峰

付彪： 据媒体报道， 对于今
年月饼市场， 监管部门给予前所
未有的关注。 8月10日 ， 国家发
改委发声， 围绕遏制 “天价” 月
饼、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相关部
门近期将认真组织做好市场巡查
和监测。 此外， 被称为最严月饼
“瘦身令” 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的新规，
也正式落地。 包装是面子， 文化
是里子。 脱掉奢华繁复的外衣 ，
月饼才能 “返璞归真 ”， 回归传
统文化的本味。

日前，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副
司长刘鹏参加在线访谈， 专门解
答有关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相关
问题。 针对 “申领失业保险金是
否会影响就业” 的职工关切， 刘
鹏回应称： “领取失业保险金对
以后找工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他解释说 ， 根据人社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推进失业保险金

“畅通领、 安全办” 的通知》， 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不得要求失业人
员转移档案、 不得将失业人员领
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况记入职工档
案。 （8月15日 《工人日报》）

失业保险金， 简称失业金，
是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支付
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的基本生
活费用， 旨在保障失业人员失业
期间的基本生活， 促进失业人员
再就业。 根据 《劳动法》， 参加
失业保险的劳动者， 如出现非因
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情况， 可在
办理失业登记后， 申领失业金。

然而在现实中， 一些失业者
申领失业金的积极性并不高。 究
其根源， 除了 “爱面子” 心理作
祟和不知晓相关政策外， 一些失
业者担心申领失业金的信息被用
人单位知晓后， 可能影响再就业
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现实中， 部

分用人单位在招录职工时， 总是
以 “有色眼镜” 对待失业人员，
以偏概全地认为其申领失业金反
映了能力和素质的不足， 进而拒
绝对其录用， 以致申领失业金信
息成为不少劳动者再就业时难以
逾越的隐形歧视门槛。

部分用人单位在职场招聘中
以 “有色眼镜” 歧视失业金申领
者， 显然是事先获悉了后者的失
业金申领信息。因此，要有效消除
失业者申领失业金影响再就业的
后顾之忧， 相关部门还应强化失
业者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管理。
人社部在印发的相关文件中，严
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向用人单位
转移失业人员档案， 并不得将失
业人员领取失业金的情况记入职
工档案，其用意正在于此。

在法理逻辑上， 失业者申领
失业金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 依

法受到保护。 根据 《个人信息保
护法》， 相关机构或组织在处理
申领失业金等个人敏感信息时，
必须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并须征得个
人同意。 部分用人单位对申领失
业金者再就业时 “另眼相待 ”，
致使失业者对申领失业金产生投
鼠忌器心理， 既是对失业者个人
隐私的直接侵犯， 也从侧面反映
了当前对失业者个人隐私信息的
管理还存在漏洞。

从实际情况看， 失业申领失
业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用人单位
知晓， 主要源于保险经办机构对
失业者申领失业金的信息没加固
好管理“安全锁”。 虽然在很多时
候保险经办机构对此并不是有意
为之，但保险经办机构必须明白，
严防失业者申领失业金的个人隐
私信息泄漏， 是自身应尽的法定

义务。对此，保险经办机构要在法
治思维的指引下， 主动为失业金
申领者构建起技术防范与依法管
理、 依法追责相得益彰的个人信
息安全管理格局， 从而以兢兢业
业地当好失业金申领者个人信息
“守护神”的积极担当，不让部分
有就业歧视歪念的用人单位刁难
失业金申领者有机可乘。

当然， 解除失业者不愿申领
失业金的再就业歧视担忧， 不能
只对其加固个人隐私的管理 “安
全锁”，相关部门还应切实加大劳
动执法力度， 依法对用人单位故
意给失业金申领者另设就业歧视
门槛的行为严惩不贷； 失业者也
要主动依法维权， 对用人单位因
自己领取过失业金而不雇佣的违
法行为坚决说“不”。 惟有全链条
发力， 失业者申领失业金才不会
瞻前顾后，而是理直气壮。

■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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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用人单位在职场
招聘中以 “有色眼镜” 歧
视失业金申领者， 显然是
事先获悉了后者的失业金
申领信息。 因此， 要有效
消除失业者申领失业金影
响再就业的后顾之忧， 相
关部门还应强化失业者个
人隐私信息的安全管理。

为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筑起“防火墙”

■世象漫说

新职业“转正”

近日， 珠海市鹤洲新区筹备
组党群工作部在职工书屋启动
“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
主题阅读系列活动， 活动设置了
“静阅一小时” 环节， 号召参与
者把手机存放好之后进入 “静阅
一小时” 区域， 共同营造沉浸式
阅读环境， 安静阅读一小时， 给
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8月16日
《南方工报》）

如今，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
了职工读书活动， 建设学习型企
业 。 可是 ， 由于受手机的 “诱
惑”， 许多职工总是不能静下心

来， 捧上书本， 认真、 系统地阅
读书籍， 从而无法形成完整的知
识结构 ， 不仅影响到学习的效
果， 也制约了职工知识和技能的
快速提升。 由此， 笔者以为， 珠
海市鹤洲新区筹备组党群工作部
在 职 工 书 屋 倡 导 “ 静 阅 一 小
时”， 倒是一个值得学习和推广
的好办法。

其实， 每天坚持 “静阅一小
时”， 既是一种学习方式， 更是
一种学习态度。 一个人只有静下
心来读书， 才能沉浸在知识的海
洋里， 享受到读书的快乐； 才能

多读书、 读好书、 会读书、 善用
书， 从书籍中汲取养分和力量，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本领； 才

能逐渐培养读书的兴趣， 养成阅
读的习惯，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费伟华

钱夙伟： 据媒体报道， 夏季
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以来， 上
海警方已累计破获养老诈骗案件
80余起， 捣毁犯罪团伙9个， 抓
获犯罪嫌疑人220余人， 追赃挽
损5000余万元 。 各地应加强联
手， 在全国范围开展专项治理，
着力遏制保健品 “骗老坑老” 乱
象 。 在一个崇尚尊老爱老的社
会， 社会共治是解决保健品 “坑
老” 问题的重要手段， 要通过严
惩让犯罪分子 “痛到不敢再犯”。

向过度包装说“不”
让月饼回归本味

24小时职工服务热线
传递“娘家人”的温暖

解除失业金申领后顾之忧须强化隐私保护

对保健品“骗老坑老”乱象
要联手开展专项治理

让“静阅一小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职工服务热线24小时开
通、 开辟职工 “双创” 小额
贷款绿色通道、 公益心理服
务为职工排解不良情绪……
记者日前从吉林省长春市职
工服务中心获悉， 该中心在
长春市总工会指导下， 从切
实保障职工生产生活和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入手，
用心传递“娘家人”温暖，为
企业复工复产贡献工会力
量。（8月16日 《工人日报》）

作为职工的 “娘家 ” ，
工会部门的职工热线， 承载
着职工的希望。 24小时职工
热线， 确实非常人性化， 因
为职工遇到问题和困难， 可
以马上拨通职工热线， 请求
提供帮助。

笔者认为， 24小时职工
服务热线向社会传递了积极
的信号。 一方面， 在特定时
期和对特殊人群的服务， 体
现了服务的专业化和精准
度。 据了解， 为引导职工以
积极心态面对疫情， 该中心
组织51名志愿者提供公益心
理服务并开通心理服务热
线， 选派7名专业心理咨询
师提供一对一服务 。 应该
说， 在疫情防控期间， 这样
的心理服务还是非常必要和
及时的， 有助于帮助职工树
立战胜疫情的信心。 另外，
职工热线对农民工、 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 也充满了温情。

另一方面， 职工热线的
创新拓展服务， 解决了职工
的实际困难。 职工热线开辟
职工 “双创” 小额贷款绿色
通道， 为在职或下岗职工、
失业人员、 农民工提供贴息
贷款， 这样 “雪中送炭” 的
创新性精准服务确实值得点
赞， 有利于帮助职工走出暂
时的困境。

24小时职工热线， 成为
职工身边的帮手， 是我们社
会的温暖表情， 值得更多推
广。 □陶象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