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支持银发经济健康发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
通知， 要求加大银发经济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力度， 将银发经济领
域重点企业纳入用工服务保障范
围， 助力稳定和扩大就业。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
品或服务， 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
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 涉
及面广、 产业链长、 业态多元、
潜力巨大。 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增进老年人福

祉 、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 让银发经济成为朝阳产业，
技术技能人才是关键所在。 要加
大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
度 ， 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 为
“夕阳红” 提供 “朝阳人才”。

聚焦 “供得上”， 发挥人才
培养主渠道作用。 作为支撑老年
人幸福晚年的重要力量， 技术技
能人才肩负着我国银发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然而， 与老
龄化进程加速， 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多元化 、 专业化养老需求相
比， 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尚存
在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失衡、 男女
比例失调、 受教育程度不高， 以
及规模较小、 流动性强、 专业技
能水平不足等问题， 制约着银发
经济发展。 发展银发经济， 首先
要解决人才短缺问题。 要发挥院
校培养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主
渠道作用， 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

体， 应用型本科、 普通本科和研
究生教育层次相衔接， 学历教育
和职业培训并重的银发经济人才
培养体系。 引导技工院校优化调
整专业设置， 加强涉老专业产教
融合， 推动建设一支规模适度、
结构合理、 德技兼备的银发经济
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聚焦 “干得好”， 多维度培
训提升服务水平。 养老服务涉及
老年助餐服务、 居家助老服务、
社区便民服务、 老年健康服务、
养老照护服务、 老年文体服务、
农村养老服务等各个方面， 具有
类型层次多样 、 跨领域交叉融
合、 实操性强等特点。 当前， 一
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年龄偏
大、 技能不够， 养老行业急需高
素质、 高技能的服务人才。 多维
度培训是提升服务水平的路径。
积极开展养老护理等职业技能等
级培训， 建立岗前培训、 岗位培

训、 职业技能培训递进机制， 鼓
励开展养老服务上岗、 转岗、 技
能提升等各类针对性培训， 支持
用人单位开展 “企校双制、 工学
一体” 的企业型学徒制培养。 坚
持以评促学、 以赛促学， 鼓励和
支持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不断
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推动用人
单位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 支
持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医疗、 康
复、 护理等各类专业技术工作的
医务人员按规定参加职业资格考
试或职称评审， 在相关职业技能
大赛中设立专门赛项。

聚焦 “留得住”， 营造拴心
留人的环境条件。 要统筹考虑银
发经济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收入水
平、 工作强度， 社会认可度、 工
作成就感等问题 。 落实政策待
遇， 强化激励措施， 做好服务保
障， 营造拴心留人的环境条件，
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落实银发经

济企业吸纳就业政策， 对招用高
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和招用就业
困难人员的单位， 按规定给予社
会保险补贴。 设立一批银发经济
领域见习基地， 增强青年对银发
经济领域就业的体验感和认同
感 。 支持银发经济领域自主创
业， 开发一批创业项目库， 设立
创业孵化专区和基地。 拓展银发
群体增收渠道， 引导用人单位大
力开发 “适老化” 岗位， 依法保
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 休息休
假、 保险福利等权益， 畅通大龄
劳动者维权渠道 ， 支持公共部
门、 基层社区推广 “以老助老”
服务模式。

风好正是扬帆时， 奋楫逐浪
天地宽。 努力让银发经济技术技
能人才供得上 、 干得好 、 留得
住 ， 才能更好守护 “夕阳红 ”，
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人才支撑。

王琦： 最近， 一款名为 “捏
捏” “捏捏乐” 的解压玩具， 在
年轻人中颇为流行。 然而， 这种
玩具背后也存在安全隐患 。 近
日， 江苏省消保委发声， 提醒消
费者警惕安全性无法保障的 “三
无” 产品， 并呼吁商家坚持 “安
全第一” 拒绝过度营销。 监管部
门应该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加强
对解压类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检
测。 同时， 还应该督促互联网平
台做好对商家的入驻审核和经营
管理。

我国外贸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海关总署7日
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5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17.5万亿元， 同比增长6.3%。 其中， 5
月当月进出口3.71万亿元， 同比增长8.6%， 增速
比4月提高0.6个百分点 。 （6月7日 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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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正是扬帆时， 奋楫
逐浪天地宽。 努力让银发经
济技术技能人才供得上、 干
得好、 留得住， 才能更好守
护 “夕阳红”， 为银发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又是一年端午， 千家万户粽
子飘香， 大江大河龙舟竞渡。 端
午节源自上古时代的原始信仰和
祭祀文化， 历经两千多年的流传
沿袭，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
符号， 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 （6
月10日 人民网）

文化因赓续而繁荣兴盛， 习
俗因传承而深入人心。 包粽子、
插艾草、 赛龙舟、 做香囊、 品美
食……随着端午假期到来， 各地
纷纷举办各种庆祝活动， 感受端
午的文化魅力。

文化自信的力量源于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这种力量是
深沉的， 也是无形的， 润物无声
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传承
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
不仅要注重形式上的传承， 更要
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 不断提升
文化品质。 只有从内心深处认同
并热爱传统文化， 才能够真正形
成文化自信的力量。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灵
魂， 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
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传统节
日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 在端
午节， 不少地方推出读诗、 赛诗

活动， 诗意过节过出清新感。 面
向未来，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还
应秉持开放包容 ， 坚持守正创
新， 传统节日文化定会在新时代

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我们也必
将在赓续历史文脉的同时谱写当
代华章。

□王小梅

徐曙光： 端午假期， 海口以
靓丽美景和多彩活动吸引着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 人们在享受美景
美食的同时， 也不忘践行文明旅
游理念， 遵守旅游秩序、 爱护环
境卫生、 自觉文明用餐。 文明旅
游才是最美的风景， 在外出旅游
时， 我们不妨从小事入手， 从自
身做起， 通过每个人的努力， 让
文明旅游成为社会的共识， 让每
个人都成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外贸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去年以来， 湖南省共有应届
高校残疾人毕业生1151名， 其中
有就业需求的914人， 已就业862
人， 就业率94.31%， 成为湖南省
大力推动残疾人就业的生动缩
影 。 近年来 ， 湖南省通过实施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 ）》， 越来越多的
残疾人通过技能培训 、 岗位开
发 、 科技赋能 ， 实现就业梦 。
（6月9日 《湖南日报》）

劳动是人类谋生的基本手
段。 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 作为

社会大家庭的成员， 残疾人同样
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 是推进社
会发展的力量。 只有残疾人充分
实现高质量就业， 才能让他们真
正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更
好地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实现
均衡发展。

要健全残疾人就业促进机
制， 打造更优的就业环境、 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 、 优化就业结
构、 提供更适合的就业服务， 为
残疾人就业提供更加有力的保
障。 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和教育

体系建设， 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
能和素质， 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市
场需求， 增加就业机会。 面向残
疾人强化就业政策和劳动法律法
规宣传， 鼓励残疾人自立自强，
通过劳动实现就业增收。 同时，
还要尊重和保障残疾人就业权
益， 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的
优化配置， 帮助更多残疾人通过
劳动、 参加就业获得收入， 创造
幸福生活 ， 增强残疾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潘铎印

近期， 全国多地进入汛期。
邮政快递业运行与天气密切相
关， 快递员长时间在户外工作，
快递运输、 投递服务的时效受天
气因素影响， 灾害性天气甚至可
能对从业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
胁。 如何应对极端天气预警， 保
障快递员安全？ 记者了解到， 多
地邮政管理部门已开始行动 。
（6月7日 《工人日报》）

暴雨、 大风、 雷电等极端天
气， 不仅会给快递运输、 投递等
环节带来不便， 影响快递效率，
还会对快递员的生命健康构成威
胁。 面对极端天气的挑战， 多地
邮政管理部门与气象部门携手，
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模型， 为快
递员提供更精准、 更及时的气象
预警服务， 用多渠道、 多形式、
多维度的直达版 “气象导航” 引
导快递小哥走好安全路。

“气象导航” 体现了相关部
门对快递员群体的关爱， 彰显了
相关部门的服务温度。 “气象导
航” 服务也促进了邮政快递业与
气象部门的深度合作， 有利于气
象信息的共享和气象应用的创
新， 有助于挖掘释放气象科技在
服务生产经营、 保障民生安全方
面的效能， 有助于提升邮政快递
行业的整体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通过为快递员提供精准的 “气象
导航” 服务， 还可以带动更多的
人关注气象信息、 了解气象灾害
的危害性、 增强气象灾害防范意
识， 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气象灾害
防范能力。

“气象导航” 服务模式具有
很强的推广价值 。 各地邮政管
理、 气象部门以及快递行业协会
应强化合作， 积极探索创新面向
快递员群体的 “气象导航” 服务
机制， 增强气象预警信息的精准
性和时效性， 扩大 “气象导航”
的覆盖面， 并加强对快递员的气
象灾害应急培训， 提升快递员应
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和意识， 让他
们能够科学接收 、 消化 、 应用
“气象导航” 信息， 在 “气象导
航” 指引下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
气候情况。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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