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方合力，筑牢农村消防安全“防火墙”

近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印
发 《关于加强人力资源服务助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
下简称 《意见》）， 提出八方面措

施， 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和制造
业融合发展。 （12月12日 《人民
日报》）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现代生产
性服务业的组成部分， 是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 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重要力量。 制造业是国民
经济的主体， 是吸纳就业和开发
利用人力资源的重要载体。 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进生产
性服务业融合发展。 要推进人力
资源服务业同制造业深度融合，
更好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
力资源服务需求。

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 企业
数量众多， 对人才的需求量自然
就大。 制造业人才缺口大， 首先
还是因为制造业盘子大。 加大人
才培育力度 ， 持续增加有效供

给， 是破解当前制造业人才供需
矛盾难题之道。 为此， 《意见》
提出 ， 在人力资源专业培训方
面， 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
大型企业集团、 产业链龙头企业
等， 建设跨企业培训中心或组建
人才服务集团， 加大人才培养、
引进力度。

制造业对于人才的素质和能
力要求不断提高。 当前， 新一代
信息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 航空航天装备、 新材料、 生
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成为
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
量。 在这些领域， 需要一大批掌
握更多专业知识 、 更高技能水
平、 跨技术领域的复合型技术人
才。 目前制造业人才短缺， 不是
单纯缺人， 而是缺少企业所需要

的具有高素质、 高技能、 强大创
新能力的人才。 加强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明确招工用工的长期
规划， 进行针对性人才培养， 才
能打造 “到企业就能用、 一用就
能成功 ” 的技能人才 。 为此 ，
《意见 》 提出 ， 支 持 人 力 资 源
服务机构与技工院校、 制造企
业、 劳动者等多方联动， 提供形
式多样的职前服务。

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用工有淡
旺季之分。 有的企业受生产季节
性影响非常大， 生产淡季会出现
“缺单”， 职工出现暂时性富余 ，
然而仍要负担人力成本， 职工
工资也会锐减， 不稳定性出现，
这些用工问题困扰着企业和劳动
者。 企业之间开展共享用工， 促
进用工余缺调剂， 有利于充分挖

掘企业人力资源的潜力 ， 实现
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和人力资源
价值最大， 同时也可 以 解 决 季
节性临 时 性 用 工 缺 工 的问题 ，
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更保障了劳
动者就业和劳动报酬收入 。 为
此， 《意见》 提出， 推动组建招
聘用工联合体， 促进用工余缺调
剂， 破解季节性、 结构性缺工难
题。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
器、 强国之基。 要准确把握 《意
见》 要求， 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开展宣传引导、 加强工作指导、
强化政策协同、 推进行业发展，
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力资
源服务支撑， 发挥人力资源服务
业服务就业、 服务人才、 服务发
展的积极作用。

何勇 ： 三五好友 ， 围炉煮
茶 ， 成为这两年流行的休闲方
式， 并以其独特的氛围感成为秋
冬季节的社交 “网红”。 围炉煮
茶受到一些年轻人的青睐， 可是
其所暗藏的风险也不容小觑， 如
果操作不当或疏忽大意， 很容易
引发火灾。 安全无小事， 围炉煮
茶虽惬意， 但必须高度警惕背后
的安全隐患。 人们享受围炉煮茶
慢生活的时候， 一定不能大意，
需要时刻注意安全隐患。

记者1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 为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有序开展 《职业病分类和
目录》 调整工作， 由原10大类132种职业病调整为
12大类135种职业病 （包括4项开放性条款）。 调整
后的目录将于2025年8月1日起实施 。 （12月16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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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国民经济
的主体 ， 是吸纳就业和
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重
要载体 。 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 ， 推进生产
性服务业融合发展 。 要
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同
制造业深度融合 ， 更好
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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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太原电务段工会用心用情用力
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全力
打造工会文体驿站， 为职工配备
图书角、 跑步机、 棋牌、 健身器
械等基本设备， 满足职工健身需
求， 让驿站真正成为职工业余生
活的温馨家园。 （12月18日 《工
人日报》）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
中， 职工的身心健康变得愈发重
要。 众多研究表明， 积极参与文
体活动， 不仅能够丰富职工精神
文化生活， 还有助于减缓心理压
力、 调节情绪， 提升职工的身体
素质和精神状态。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太原电
务段工会通过建设文体驿站， 配
备文体设备， 为职工提供就近就
便的健身空间， 丰富了职工的业
余生活， 满足了职工休闲健身的
客观需求， 提高了职工的生活质
量与幸福感， 同时也为企业的发
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注入了活
力， 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可
以说， 工会文体驿站， 成了职工
增强身体素质的 “健身房”、 保
持良好心态的 “减压舱”。

工会对职工的关怀， 不仅是
对职工权益的保障， 更在于身心
的健康。 各级工会组织要创新服
务方式， 以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 多打造
些职工文体阵地， 多开展些文娱
活动 ， 以文体赋能激发职工动

力， 凝聚职工向心力， 引导广大
职工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和生
活中。 □刘予涵

木须虫 ： 近年来 ， 野外探
险、 徒步越来越流行， 并在社交
媒体上掀起一阵 “户外徒步热”。
然而， 意外事故却时有发生。 徒
步 、 爬 山 等 户 外 运 动 看 似 轻
松 简 单 ， 但如果参与者安全意
识淡薄、 应急技能不足、 缺乏户
外徒步经验 ， 极有可能遭遇风
险。 对于户外运动， 要引导与服
务并举， 多方合力为其系好 “安
全绳”。

调整完善目录

近日， 针对农村地区消防安
全意识薄弱的特点， 珠海市斗门
区消防救援大队持续深入辖区农
村开展消防安全咨询服务、 消防
安全演练等活动， 扎实做好农村
消防宣传工作。 （12月17日 《珠
海特区报》）

消防安全是关系到广大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切身问题。
要真正做好农村消防安全工作，
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将消防安全
融入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一方面，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

消防设施的投入。 另一方面， 需
要 加 强 对 农 村 居 民 的 消 防 安
全 教 育 。 可通过在农村地区设
立消防安全宣传栏、 定期举办消
防安全知识讲座等方式， 不断增
强 农 村 居 民 的 消 防 安 全 意 识
和 技 能 。 同时 ， 还可以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 如微信公众号、 短
视频等新媒体平台， 向农村居民
推送消防安全知识和警示信息，
让消防安全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
部分。

此外， 我们还可鼓励和支持

农村居民自发组织消防安全小
组， 开展定期的消防安全自查和
互查活动。 这样不仅能够及时发
现和整改潜在的火灾隐患， 还能
在火灾发生时迅速组织起有效的
自救和互救行动。

农村消防安全工作任重而道
远。 不能让农村成为消防安全的
盲区， 只有多方合力， 才能筑牢
农村消防安全 “防火墙”， 让农
村居民真正过上安心、 舒心、 放
心的生活。

□王琦

旧厂房成了独具特色的
文创空间， 昔日仓库变身打
卡胜地……冬日， 工业游成
为辽宁文旅消费的重要选
择。 借力文化旅游业发展，
辽宁多处工业遗产被创意
唤 醒 ， 沈阳红梅文创园 、
朝阳1958科学乐园、 大连三
十七相等， 以崭新面貌走进
百姓生活。 （12月15日 《经
济日报》）

工业遗产作为我国历史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进程， 是我国工业文明的重
要载体， 也见证了科学技术
对工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
献， 是我国历史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

随着我国工业遗产文化
价值逐渐得到重视， 工业遗
产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
强， 保护好工业遗产， 挖掘
工业遗产文化价值 ， 传承
工 业文化 ， 具有重要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加强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 推动工业遗
产 “活” 起来， 不仅能增强
城市文化底蕴， 也能更好地
让人们记得住历史、 记得住
乡愁。

各地要把工业遗产保护
放在重要位置， 在加强先进
制造硬实力的同时， 更好地
发挥工业文化软实力的作
用， 加强工业遗产管理， 强
化保护力度， 展现传统工业
集群面貌， 展现工业文化独
特魅力。 要让工业遗产融入
现代生产生活， 讲好艰苦奋
斗、 勇于开拓的工业故事，
彰显民族工业自立自强精
神， 让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的精神感染后人。

各地要加强 工 业 遗 产
保 护 利用 ， 实现在保护中
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保护
和 利 用 好 工 业 遗 产 “ 宝
藏”， 传承工业文化， 赋能
制造强国建设、 添力高质量
发展。

□潘铎印

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为户外运动
系好“安全绳”

推进工业遗产保护
增强城市文化底蕴

围炉煮茶
安全隐患莫忽视

工会文体驿站丰富职工业余生活


