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门戴口罩”
应成防疫自觉

“情绪消费”解压
尚需理性“镇静剂”

名校毕业的博士、 硕士， 考
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在浙江这
种新趋势今年显著增强。 浙江省
技能评价中心统计， 今年1至11
月， 全省已有13.8万名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者考取技能证书， 同比
增长86.5%； 其中博士102名、 硕
士5611名， 同比分别增长108%和
68%。 而在2019年， 获证的博士、
硕士分别为25人和1603人。 （12
月13日 《浙江日报》）

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作为知
识精英，在职场中颇受欢迎；技能
证书作为技术人才的一种能力证
书， 过去似乎和高学历者并不搭
界。浙江打破常规的“硕博考技能
证书”，彰显了“春江水暖鸭先知”
———市场对复合型创新型劳动者
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既懂理论又
会实际操作的劳动者成为 “香饽
饽”，自然会驱动高学历人才加速
融入高技能人才队伍。

大批高学历人才青睐技能证
书， 隐伏着人才观念的重塑与更

新。 在技能人才得到越来越多价
值认同的当下， 大国工匠、 高技
能人才被置放到与大师、 战略科
学家、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
团队等同等重要的位置； 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 呼唤更
多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硕博
考技能证书” 顺应了这样的时代
浪潮。

说实话 ， “硕博考技能证
书” 并不跌份和丢人， 而是为了
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
力 。 长期以来 ， 知识型 劳 动 者
和技能型劳动者处于某种意义
上的断裂和脱节境地， 部分高学
历人才缺乏动手能力和实践经
验， 纸上谈兵难免会和现实存在
偏差； 一些实操经 验丰富的技
能 型 劳动者缺乏知识储备和理

论基础， 难以突破专业瓶颈和认
知局限实现 “更上一层楼”。 知
识与技能的分割 ， 不仅影响 了
劳动者个体的价值实现， 也影
响了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再好的研发也要通过技能运
用到生产中 ， 技能等 级 证 书 有
时候并不亚于名校的硕士博士毕
业证书。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
源头活水来 ， “硕博考技能证
书”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
技能人才总量不足、 层次不高、
结构不优的问题， 推动中国制造
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 更进
一步说， “硕博考技能证书” 实
现了 “学历+能力 ” 的有机融
合， 有助于让劳动者变为更加强
大的自己。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 学习型大国， 硕士、 博士
等高学历人才也不能置身事外，
他们同样需要学习和 “充电 ”。
在知识更新加速迭代、 新技术层
出不穷的背景下， 硕博也需要坚
持终身学习 ， “硕博考技能证
书” 只是一个缩影。 “硕博考技
能证书” 的蔚然成风， 从一个侧
面说明技能已经成为就业市场的
“硬通货”， 年轻人学习、 掌握技
能逐渐成为内生动力。

“教育只是生活的过程 ， 而
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哪怕是
拥有体面 、 光鲜学历的名校硕
博， 也需要在终身学习中不断成
长。 “硕博考技能证书” 不仅有
助于拓展个人的职业前景， 也为
产业升级、 产业变革提供了坚实
的高技能人才支撑。

13日零时， “通信行程卡” 服务正式下线。 “通
信行程卡” 小程序显示， 开发者已于2022年12月13日
暂停服务。 此前一天， 12日凌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发布公告宣布 “通信行程卡” 服务将于12月13日零
时起正式下线。 (12月13日 中国新闻网） □王铎

“老王 ， 不错啊 ， 比上次达
标多跳了20个！”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舟山分公司
（简称舟山移动） 11楼运动场一
角， 综合分工会会员刚刚结束跳
绳达标测试， 统计人员边记录着
考核成绩边表扬职工老王。 另一
边 ， 部分职工正在测试平板支
撑， 还有几个围在一起进行颠球
测试……欢呼声、 加油声汇成一
片。 这样热闹的场景已经成为了
舟山移动职工工作生活的重要部
分 。 （12月12日 《浙江工人日
报》）

生命在于运动， 健康在于锻

炼。 我们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强
健的体魄 ， 就得多运动 ， 多锻
炼， 让身体真正 “动” 起来。 当
前 ， 很多职场中人由于工作繁
忙， 或者对健康不够重视， 很少
锻炼身体。 从而导致身体出现亚
健康状态。 舟山移动工会开展的
“全员健身、 从我开始” 体能达
标活动， 体现了企业对职工身体
健康的重视， 各种严格 “打表”
考核的体能测试项目， 既丰富了
精神文化生活， 又强健了职工体
魄， 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
向心力。

有了健康的身体， 职工才能

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舟山移动将
职工身体素质建设纳入企业工作
的重要议事日程， 是职工难得的
健康福利， 此创新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推广。 当前， 正值冬季， 是
流感的高发时期。 同时， 我们还
要经受新冠病毒的考验。 要战胜
病毒， 拥有健康的身体， 除了保
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
外， 还要加强体育锻炼。 对此，
各单位和企业要积极组织职工开
展各种健身活动， 充分利用好健
身房等场所， 为职工锻炼身体创
造良好条件， 提供温馨舒适的健
身环境。 □赵杰昌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杨朝清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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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 识 更 新 加 速 迭
代、 新技术层出不穷的背
景下， 硕博也需要坚持终
身学习 ， “硕博考技能证
书” 只是一个缩影。“硕博
考技能证书”的蔚然成风，
从一个侧面说明技能已经
成为就业市场的 “硬通
货”，年轻人学习掌握技能
已逐渐成为内生动力。

■世象漫说

“今天在驿站领到了免费早
餐， 让我们的心在冬天感觉到暖
暖的。” 12月7日7时许， 天刚蒙
蒙亮， 环卫工人黄茂君就在四川
仁寿县中央水体公园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领到了两个包子、 一个
鸡蛋和一杯粥。 简单地吃完早餐
后， 又继续投入到城市的清洁工
作中。 随后， 该县总工会组织
的医疗志愿者在该服务站点搭起
了临时诊台， 为户外工作者开展
义诊。 不少路过的外卖员、 环卫
工、 快递员等停下脚步， 做一个
小小的检查。 （12月13日 《四川
工人日报》）

据报道， 仁寿县各级工会联
合社会组织， 利用户外劳动者服

务站点开展各类宣传、 维权、 帮
扶、 普惠等活动， 有效延伸工会
职能 ， 打造数量更多 、 功能更
全、 活动更丰富的户外劳动者服
务驿站， 用优质的服务覆盖广大
户外劳动者。

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 “冷
可取暖、 热可纳凉、 渴可喝水、
累可歇脚、 伤可用药”， 有效地
解决了户外劳动者休息难、 吃饭
难、 喝水难等实际问题， 给他们
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
便。 可是， 一些户外劳动者驿站
或重建设轻管理，服务水平不高；
或缺乏服务创新， 天天都是一副
“老面孔”， 使服务驿站缺少了生
机和活力。 笔者以为， 仁寿县工

会以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为平
台， 延伸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水
平， 不仅使户外劳动者享受到了
更优质的服务， 进一步丰富了他
们的精神文化和健康生活， 提升
了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而
且也让服务驿站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 多渠道多功能地满足了户外
劳动者的不同需求， 及时解决了
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让服务驿
站真正成为了户外劳动者的 “暖
心港湾”。 同时，还优化资源，提高
了服务驿站的利用率。 这样的做
法， 值得借鉴。 □费伟华

“硕博考技能证书”将助推高技能人才喷薄而出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集
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 激光设备
安装调试员……近年来， 随着制
造业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 一大
批新职业陆续获得“身份证”。 制
造业工种不断上新， 产业工人纷
纷成为“新工匠”。然而，人才增长
速度却不及行业发展速度， 劳动
力市场一度呈现“供不应求”的局
面。 （12月13日 中工网）

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动能
转换，一大批新职业蓬勃而起。但
新工种的人才增长速度不及行业
发展速度， 出现短缺现象也再所
难免。从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构建
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就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政府
要加强宣传、科普，推动形成崇尚
技能、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也为
学生选择专业、职业时提供导向。
另一方面， 新职业技能标准的发
布需要提速， 为企业和院校指明
人才培养方向。通过培育新职业、
拓展新岗位为劳动者提供更丰富
的就业选择， 正是做大增量可靠
且重要的渠道。

让新职业、新工种更快成长，
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保驾护航。
一方面， 有关部门应加强就业服
务，及时将符合发展趋势、已形成
一定规模的新职业、 新工种纳入
职业目录和公共就业信息服务范
围，引导、鼓励和支持更多劳动者
接触新工种、进入新职业。另一方
面，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院校和
企业应共同努力， 克服 “产学脱
节”， 要深入企业探访人才需求，
合作开展科研课题， 邀请企业工
程师走进课堂， 为学生带来前沿
项目经验， 帮助新职业从业者提
升技能和职业认同感， 拓展职业
成长空间。

毋庸讳言， 新工种的诞生与
壮大， 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也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要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既
要稳住存量也要做大增量， 进一
步完善新职业培训体系， 推动新
职业发展壮大， 既有利于保持就
业大局稳定， 也有助于释放内需
潜力、激发发展活力。期待有越来
越多的新职业走进我们的生活，
不断打开新的就业空间。

□吴学安

叶金福： 近段时间， 全国多
地开展 “全民戴口罩” 行动， 并
非 “多此一举 ” “小题大做 ”，
而是 “防疫之需” “安全之需”。
每一位民众应把 “出门戴口罩”
当成一种 “防疫自觉”， 一种义
务和责任， 养成健康、 安全的生
活方式和习惯， 切实做到 “应戴
尽戴”， 从而守护好自我防疫安
全， 当好自己健康的 “守门员”。

拓展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功能很有意义 让新工种
打开就业新空间

通信行程卡下线

职工体能达标测试是最好的健康福利
吴玲 ： 年轻人把 “解压产

品 ” 当成一种纾解压力的减压
器 ， “情绪消费 ” 催热解压经
济。 五花八门的 “解压商品” 纷
至沓来， 成为年轻人追捧的需求
品。 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 “情绪
消费 ” 不是减压的灵丹妙药 ，
“情绪消费” 应理性， 否则就会
导致 “坏情绪污染”， 购买减压
商品也应适可而止， 千万别 “玩
物丧志 ”。 减压的方法有很多 ，
不是 “解压神器” 就能彻底化解
生活压力的。 “情绪消费” 需要
理性的 “镇静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