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在5年前，我们这些外来
务工人员，想都不敢想。 ”近日，持
有中级技工证书的王川江听说了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一同从四
川来到重庆江津务工的工友告诉
他， 持有特级技师证的在江津区
购房 ， 可以获得单套房价总额

10%、 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购房
补贴。 这也加快了他备考高级车
工的步伐。 （3月24日《工人日报》）

川籍技工只要取得了特级技
师证， 即能在重庆享受到高额购
房补贴， 得益于川渝两地技能证
书的跨区域互认互通。 2020年7月
3日，川渝两地签订职业技能等级
和专项证书互认备忘录， 明确持
有两地人社部门颁发的高级职称
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或取得相应
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在跨地区、
跨单位流动时， 无需重新评审或
确认。 该项政策直接让两地技能
人才在工作地公平享受到各种政
策倾斜红利， 打破了此前两地技
能人才不能跨区域流动的 “藩
篱”，为推动两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技能人才支撑， 可谓是一
举多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技能

人才的自由流动逐渐常态化。 然
而， 由于各地的技能证书不能互
认互通， 不少技能人才为享受到
本地政策红利， 不得不在异地重
启考证历程， 既掣肘了技能人才
的自由流动， 也给各地吸引技能
人才增设了障碍。鉴于此，以技能
证书的异地互认互通为切入点，
打破技能人才流动的 “藩篱”，也
就势在必行。

近年来， 不少城市就技能证
书的异地互认互通进行了积极探
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
言， 技能证书的异地互认互通还
任重道远。究其根源，除了各地协
作不够外， 企业担心外地技能证
书“含金量”不足而拒绝认可，也
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2013年开始， 我国将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交由企业和社会培
训评价组织实施。 虽然此举较好

激发了企业按需培养和录用技能
人才的自主积极性， 革除了主管
部门认定职业技能等级过于僵化
的弊端， 但由于没有对技能证书
的认定制定规范标准， 不少地方
出现了技能证书认定把关不严、
滥发证书的现象。 同时， 不同企
业对技术的要求不同， 且政府委
托评定盖章的第三方机构并不能
代表行业整体的水平， 致使不少
人持有的技能证书 “含金量” 不
足， 让不少企业对持有这类技能
证书的技能人才敬而远之， 导致
技能证书的异地互认互通难以落
地。

因此， 要让技能证书的异地
互认互通应声而落， 还有必要对
技能证书的认定立好 “规矩”，让
其真正富有“含金量”。 川渝两地
之所以在这方面实现了预期效
果，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地共同

编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
范，为确保技能证书的“含金量”
立好了“规矩”，免除了企业可能
录用不到有真才实学技能人才的
担忧。川渝两地的成功经验，无疑
值得其他地方研究和借鉴。

实现技能证书的异地互认互
通，是促进技能人才自由流动、助
力各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
选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各地要
直面当前技能证书认定权威性不
足、不被企业真正认可的痛点，坚
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以深化认
证方式、标准体系、职业分类、考
试内容等为突破口， 科学制定技
能认证考核的统一标准， 并通过
审核认证机构、 监督审核过程等
方式， 给技能证书认定结果的有
效性立好 “规矩 ”，从而以 “含金
量”十足的技能证书，为其实现异
地的互认互通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从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获悉， 重庆市22日上
线运行欠薪举报投诉服务端———“渝薪码” 及对应
的综合协同调处平台， 劳动者通过扫描 “渝薪码”
即可举报投诉欠薪问题， 并能随时查询办理进度。
此举旨在以数字化技术赋能欠薪治理， 助力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 （3月2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要专注匠心做匠人，在新时
代呼唤工匠精神！ ”第三届“临港
工匠”、尚东集装箱码头分公司职
工金燕卿作为代表上台发言，台
下掌声不断。 这一幕，发生在3月
24日下午举行的“临港工匠”宣讲
团成立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上。
（3月25日 《劳动报》）

据了解， 培育选树 “临港工
匠”， 是临港新片区 “一十百千
万” 职工技能登高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目前， 临港新片区已诞
生 “临港工匠” 百人， 他们是新
片区一线职工的杰出代表， 也是

新时代职工学习的楷模。
由 “临港工匠 ” 担任宣讲

员，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誉， 也
必将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和工
作。 同时， 宣讲员通过讲述自身
创新创业故事， 可以让聆听宣讲
的职工开阔眼界、 创新思维， 避
免工作中少走弯路， 也能激发大
家干事创业热情， 这种面对面的
交流沟通， 也必将为推动南汇新
城片区成为 “创业者的城、 就业
者的家” 蓄积能量。

劳模、 工匠是劳动者的杰出
代表，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身上体现着
时代精神和社会价值， 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尊崇学习的榜样。因此，
组织劳模工匠到园区宣讲无疑是
一个好做法。 各地工会组织、 园
区、 企业等可结合实际， 培育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工匠品牌， 选
树劳模、 工匠深入创业园区、 企
业、 学校、 工地等基层一线开展
主题宣讲 ， 激励职工学习新知
识、 掌握新技能、 增长新本领的
热情，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更多技术型、复合型、知识型和创
新型技能人才。 □赵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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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直面当前技能证
书认定权威性不足、 不被企
业真正认可的痛点，坚持“一
把尺子量到底”，以深化认证
方式 、标准体系 、职业分类 、
考试内容等为突破口， 科学
制定技能认证考核的统一标
准，并通过审核认证机构、监
督审核过程等方式， 给技能
证书认定结果的有效性立好
“规矩”。

■世象漫说

工人文化宫 、 职工服务中
心、 妇儿活动中心、 青少年宫、
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妈咪暖心
小屋……这些星罗棋布的阵地空
间像 “毛细血管”， 把群团的声
音、 温暖传递给辖区群众。 为让
这些场地、 资源得到高效、 集约
利用， 减少建设成本， 浙江省舟
山市普陀区总工会协同团委、 妇
联、 科协等群团组织构建 “群团
e家” 应用场景， 打通群团组织
服务阵地， 让这些服务阵地 “更
好地用起来、 人气聚起来”。 （3
月24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群团e家” 应用
场景重点突出功能设置科学， 根
据不同使用对象 ， 建设了用户
端、 场所管理端、 系统管理端等
“三端” 门户界面。 “群团e家”
内有 “服务场所” “政策法规”
“通知发布” 等按钮。 一键点开
“服务场所”， 全区47个整合起来
的群团活动场所一览无余， 上面
还有地点定位显示。 该应用场景
自去年11月开通上架以来， 累计
访问量达4.1万余人次 ， 好评度
100%。

“群团e家” 应用场景之所
以人气旺， 有如此高的好评度，
是因为其犹如构建了一个服务职
工优质资源共享的平台， 让辖区
内不同行业、 不同单位、 不同年
龄的职工及家人可以 “串门” 来
分享各 “群团e家” 的优质服务
资源， 也扩大了各群团组织彼此
的服务 “半径”， 提升了服务质
量。

笔者以为， 一方面， 单一的
“群团e家”， 服务设施再好， 优
质资源再多， 也很难满足该群团
成员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 另一方面， 单一的 “群团e
家”， 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优质
服务资源， 只是项目各有不同。
因为局限于该群团成员使用， 使
用效率并不高。 构建 “群团e家”
应用场景的最大特点 ， 是将各
“群团 e家 ” 优质资源整合在一
起， 让大家共享互通， 得到更充
分利用， 更好满足广大职工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此举， 值
得点赞。

□周家和

以数字化赋能欠薪治理

“工匠宣讲团”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

戴先任： 近日， 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 《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1
号 )， 自2023年12月1日起实施 。
现在的牙膏市场存在一些乱象，
如虚假宣传、 夸大功效等。 没有
规矩， 不成方圆。 对牙膏行业要
实行严格的监管 ， 监管要长出
“牙齿”， 只有这样才能防范牙膏
行业野蛮生长， 促进其健康有序
发展。

刘天放： 没有一本纸质书，
阅读体验却无处不在。 历经两年
筹备， 上海首家数字化沉浸式图
书馆———临港科技智慧图书馆日
前试运营， 向人们展示了未来图
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随着 “互联网+” 飞速发展， 数
字阅读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 信
息的重要方式。 我们期待数字阅
读为 “书香社会” 添砖加瓦， 一
个真正全民阅读的时代必将到
来。

3月25日， 贵州省首届 “美
丽乡村” 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黔东
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打。 这项由
台盘村 “六月六” 吃新节篮球赛
发展而来的赛事因为火热的现场
氛围和 “接地气” 的办赛风格，
在2022年 “火爆全网”， 被网友
亲切地称为 “村BA”。 （３月２５
日 新华社）

没有专业的选手， 没有超高
难度的动作， 甚至也没有精致的
美女拉拉队，但就是这样的业余
大战，却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十里八村，基本上都来了；现场的
鼓舞与呼声， 响彻贵州。 从两万
现场球迷的热情到抖音粉丝的直

播， 从少数民族风情的拉拉队到
当地的特色小吃…… “村BA”火
爆的密码，值得分析与解剖。

“村BA”爆红的背后，有为全
民健身、体育强国助力的影子。在
广袤乡村， 肯定有很多爱好体育
的人，也有很多天赋不错的人，但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 ，未能进入到
专业的队伍 ， 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对体育的热爱 ， 对体育运动
的追求 。 “村BA”这类群众性体
育赛事的普及 ， 有助于促进全
民健身、 体育强国等理念深入乡
村。

“村BA” 爆红的背后 ， 还
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这一次

的办赛， 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为抓手， 推进健康贵州建设，
坚持 “以赛促健、 以赛促文、 以
赛促旅、 以赛促产、 以赛促消、
以赛促兴” 的办赛理念， 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而根据贵州省体育局的统

计， 截至目前， 贵州省首届 “美
丽乡村 ” 篮球联赛已开展超过
5000场比赛， 有效带动了举办地
旅游、 文化、 经济等发展。 “村
BA” 从社会效应辐射到经济效
益， 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事实。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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